
为什么能

使各民族

和睦相处

9CHAPTER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世界。

目前全世界共有近200个国家，民族却有2000个以上，

绝大多数国家由多民族组成；约有几百种不同的宗教，

信教人数达48亿，约占世界60亿人口的81%。民族问

题和宗教问题是国际政治的两大难点和热点，一些国

家和地区的动荡、冲突、战争大都与民族、宗教问题有

关。据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05年，全世界共发

生332起比较大的纠纷、冲突和战争，其中因民族、宗

教原因引发的就有278起，占总数的83.73%。当今世

界，各种形式的民族、宗教纠纷在全球不断上演：或族

际冲突、国家裂变；或宗教战争、兵戎相见。一片纷扰

中，有着56个民族和多种宗教的中国，却始终保持着民

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外国学者把

这“令人吃惊的统一”看做是“中国神话”。78 那么，“中

国神话”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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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目前有56个民族，

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91.51%，79 其他55个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为

“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交流融合、相

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中国众多的民族，既不是由一个民族集团衍生而来，也不是只发端于某

一个地区，在起源上有着多元的特点，呈现“满天星斗”的景象。距今四五千

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各

民族经过不断的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逐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密不可分。除一小部分民族由于融合、战争以及改换名称等原因消失

在历史烟尘中外，大多数民族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形成了今天的民族单

元。比如，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其形成始于夏朝。到秦统一时，原散布于中原

的各少数民族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之中。在汉族形成以后的2000多年里，

周边各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特别是当少数民族建立中原政权之

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该民族大规模地融入汉族。同时，几千年来，也有许

多汉族人融入少数民族之中。典型的如楚国灭亡后，进入云南地区的庄蹻和

他的军队“变其服，从其俗”，融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著名学者梁漱溟在《问答录》中提供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具体例子。他说：

“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亡，宋代皇帝

顺帝携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现在的蒙古，而我们这一家未走，留在河南汝

阳，改汉姓梁。说到种族血统，自元亡以后经过明清两代，历时500余年，

尊重历史，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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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

了。”80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指出的：“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

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

民族在血统上可说‘纯种’。”81

江河滔滔，奔流入海。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

总的方向是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汇聚成为稳固的中华民族。今天中

国的疆域和版图，是中华大家庭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开发形

成的。汉族的祖先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藏、羌族最先开发了青

藏高原，彝、白等民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满、锡伯、鄂温克、鄂伦春等民

族的祖先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先后开发了蒙古草

原，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最先开发了台湾岛。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以中原族体为核心的滚雪球运

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各民族早已以中原为中心，相互接近、相互交往，

渐成统一之势。秦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进一步打破了各民族间

封闭隔离的状态，接触更加频繁，交往更加增多，联系更加紧密。各民族在

历经迁徙、贸易、婚嫁，以及碰撞、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之后，交往范围不断

扩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逐步形成了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格局和相互依

存、共同发展的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

华民族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痛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和救亡图存的共

同使命把中国各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特别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

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中华民族自觉联合起来，“用血肉筑起新

的长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赴国难，最终赢得了百年以来

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百余年抵御外侮的共同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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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爱国一家、团结奋斗的意识空前觉醒，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得

到了进一步激发和增强，历史上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福祸

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特征更加凸显，从而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

族实体最终发展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日本人

说：“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

结起来了。”82“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83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

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而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

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今天，中华民族已成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概念和归属，是生活在中华大

地上各民族的统称。凡居住和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民族，包括现有的和历史

上曾经存在过的，都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一词虽晚至20世纪初才出

现，却凝聚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和高度概括。

2008年3月10日，在北京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八位少数民族代表接受记者集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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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把中华民族的“满天星斗”的“多元”最终融合为牢不可破

的“一体”？

拨开历史的层层帐幕，拂去岁月的重重尘埃，可以发现，把中国各民族

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而世代传承的纽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中国的周边地带分别是高山、浩海、大漠和戈

壁，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阻隔了与区域外交通的同时，又有利于区域

内各民族的密切交往。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融合后，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

的插花式分布格局。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块田，同饮一河水，共生互补。

“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格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的“天下”观

念和“大一统”理念就逐渐形成。自秦朝开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以

来，国家基本上维持着统一的局面，而且不断发展和巩固。这期间，虽然出

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国家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

向。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统一中国为己

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存在，极大

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强化了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关

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指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

这种意识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84

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由于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各民族之间很早就形成

了互补互济的经济联系。“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进一步为国内统一市场的

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绢马互市、茶马互市⋯⋯无论是统一还是分

裂，经济的天然联系都不曾中断。这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联

系，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各少

数民族的文化和域外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了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征。“不以血缘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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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而以文化论亲疏”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文化的相互

传播和影响，对各民族的亲近与融合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中国是“多元”凝成的“一体”，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共同开拓保卫了祖国的疆域，共同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共同创造了祖国

的文化，从而血肉相连、结成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具有强大内

聚力的中华民族。正是这样的历史以及客观存在的现实，成为中国共产党处

理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就在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不分民族，

均可接收为党员”。85 简短的11个字，蕴含着中共对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

深刻认识。这11个字，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问题上的民族平等原

则，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代表某个具体的民族，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由此决定了这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神圣使命就是团结中国各民族共

同奋斗，谋求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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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创举”

1949年，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面前：新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才能长期有效地解决国内

民族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思考，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

行了联邦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却没有照搬“老大哥”的经验，而是根据马

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理论，创造性地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把新中国确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

来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创举”。86

中共执政的新中国为什么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1949年9月7日，周

恩来在向政协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有过解释。他

说：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

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

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如英帝国主义

对西藏及新疆南部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对台湾及海南岛的阴谋。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

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

域自治。87

周恩来的讲话，至少从一个主要方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不用联邦制而选

择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共和国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加强民族

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周恩来后来进一步指出：“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

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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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不能照抄别人的。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对于我们是完全适宜的。”88

不采用联邦制，除了防止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

因素就是中国和苏联的国情不同。正如2005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

书所指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

依据；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的政治基础；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各地区资源条

件和发展的差距，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条件。”89

由此，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7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解放的蒙古族地区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少

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方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

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

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55个少数民族中，有

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中国国土面积的64%。此外，中国还建立了

1100多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一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制度

因素与法律因素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在民主基础

上的高度统一，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

6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

共产党尊重历史、合乎国情的正确选择，把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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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史无前例的创举”，是当之无愧的。

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关系着国家的政局稳定乃至生

死存亡。苏联的分裂解体，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诸国的分崩离

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年这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

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留下的隐患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者正

是从这些国家的宪法关于各民族有权退出联盟的规定中找到分裂的借口，

策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依据“民族自决”原则重新分配欧洲版图建立不同的“民族国家”时作了一

段中肯的评说：“将这块语言民族纷杂的是非之地，整整齐齐地分为一个个

民族国家，对隔岸观火的外人，自然不觉有何不妥。然而，民族自决说来简

单，如此划分的后果却惨不忍睹，带来的灾难一直到90年代欧洲还没有结

束。90年代将欧洲大陆裂为寸断的诸国冲突，事实上正是当年《凡尔赛和

约》作下的孽啊!”90 

换位思考，如果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时选择了联邦制，中国很可能

就不会是今天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中国。总结历史

的经验，邓小平深有感触：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没搞什么民

族自治共和国。“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

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91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为世界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

2009年2月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斯里兰卡代表向中国提出了一个要

求——“与全世界分享如何把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与区域民族自治相结合

的经验”。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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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的民族政策

1954年9月15日，一个风清云淡的秋日，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次人民代

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会上，两位穿着橘黄色缎袍的人大代表引起众人的

瞩目，他们就是来自西藏的佛爷达赖和班禅。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当选为全

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班禅在随后召开的全国

政 协二届 一次会 议 上

当选 为全国 政 协 副主

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

方政 府 的 执 政者在中

央 政 府中 担任的最高

职务。当时，达赖19岁，

班禅16岁，他们成了最

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在北京期间，毛泽

东多次接见他们，同他

们共度藏历木羊新年，

与他们亲切交谈，勉励

他们“进一步加强和巩

固我们 各民 族 间 的团

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
1954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西藏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

嘛·丹增嘉措（右）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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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93 毛泽东特意指出，在西藏，不能

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

万岁”，不能只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毛泽东

还身体力行，当他接见的西藏国庆观礼团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

席万岁”时，毛泽东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毛泽东将“团结、进步、更加发展”八个字作为临别赠言，送给达赖和班

禅。后来这八个字就成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二年，陈毅副总理到

西藏时，代表党中央正式作了传达。再后来，“团结、进步”这四个字被镶嵌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大铜门上，成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与工作的主题标识。

1955年3月11日，在离京返藏的前一天，达赖要见毛泽东，毛泽东深夜

穿着睡衣急匆匆亲临达赖的寓所为他送行。当时在场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

会主任刘格平事后说，就他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穿着睡衣出中南

海，只有两次。

达赖被感动了，他坚定地表示：“中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藏民族正在

日益走向亲密团结之中。”“在先进的汉民族的帮助下，在我们各民族敬爱

的伟大领袖毛译东的领导之下，我们有坚定的信心⋯⋯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

一个政教昌盛、繁荣幸福的地方。”94

班禅被感动了，他动情地说：“三年来，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们深切体会

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是伟大的、正确的，全国各兄弟民族对西

藏人民是热爱和帮助的。”95

西藏人民被感动了，他们把这一历史事件画在了1956年落成的罗布林卡

达赖新宫“达旦明久颇章”中描绘西藏历史的藏式壁画上，并纷纷把毛泽东

主席与达赖、班禅在北京欢度藏历木羊年时的合影挂在自己的家中。

这一历史事件不但被画进了西藏壁画，还被永远写进了新中国民族关系

的史卷，成为其中辉煌的一页。

透过这一历史事件，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少数民族的真心尊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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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真诚追求。

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中，西藏始终是境外学者、媒体关注的焦

点。为揭开西藏“神秘”的面纱，他们纷纷赴西藏实地考察，在领略西藏美

丽的自然风光的同时，见证和感受了西藏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美国著名的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中写

道：“1959年，只有100万多一点的西藏人生活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

现在的西藏人口已经上升到了400多万。1950年前，西藏人口中最多的就是

农奴（90%以上），而封建贵族和僧人是统治者。所有的寺院都有大量土地

和房产。农奴从生到死都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当时西藏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6

岁，1950年以来他们的平均寿命已经上升到了65岁。西藏的经济也保持着高

速增长，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达14%。⋯⋯西藏人享有众多特权。在中国，

致富的关键在于教育。过去，教育是僧侣和贵族才能享受的特权，现在所有

西藏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而且他们的高考成绩只要达到其他地区的一半就

西藏积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图为成群的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动物藏野驴在西藏阿

里地区普兰县的草原上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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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入一流大学就读。西藏人可以生3个孩子，并且仍然可以享受国家所

提供的福利。而在过去，他们一无所有。而汉族人仍然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

限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为西藏留出了一定席位。”96

《印度 教 徒 报》

的记者梅农2007年应

邀 赴 藏 采访后，在印

度《前线》半月刊先后

刊发 题为《转型中的

西 藏》和《生活 幸福

是现代西藏社会的显

著特征》的文章。他指

出，自1951年以来，西

藏每个领域都发生了

现代化变革，藏民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已判若两样，西藏已成为一个有相当发

展水平的地区。《印度教徒报》的总编辑拉姆通过2000年和2007年两次到

西藏实地考察，认识到了中国政府的惠藏政策对西藏发展的作用，他指出：

“通过公正、客观的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在对待其少数民族方面做的比中国对藏族人民做的逊色得多。”

西藏的变迁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变化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的繁荣发展。据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全中国共建立了民族文化

事业机构达10282个，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总数为2199.6万

人，少数民族干部达290多万人；自2001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民

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77899亿元，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

增加到30626.2亿元，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4000多万人减少到770多万

人，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

的县已有674个，占总数的96.6%。

2011年4月23日，安徽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西藏班学生罗布（右二）

在图书馆里与同学们一起阅读新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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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就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关注。长期在中国

考察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尼古拉斯·泰普赞叹：中国的民族政策“令人赞赏，值

得世界上许多别的国家借鉴”97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路易·瓦格

斯说：“我们了解到的中国政府少数民族政策确实值得全世界去学习。在许多

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里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但并不是所有国

家都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局面。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多种可行方法中的一种，而

我认为这种方法值得世界倾听、学习，因为它取得了很好的成果。”98 美国专门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知名专家格兰德尼则联系新疆的实际说：有人抱怨中

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了“经济歧视”，甚至批评说中国政府对新

疆实行移民政策，试图改变当地的民族结构。事实上，“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相

当开明”。中国政府始终在就业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给予特别关照，还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进行双语教学，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等。99

开明的民族政策使中国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正当西

藏、新疆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幸福和安宁时，劫难突然降临。2008年3月14日

上午，“阳光城”拉萨，一些不法分子呼喊着“西藏独立”之类的口号，丧心病

狂地焚烧过往车辆，袭击无辜群众，打砸公共设施，哄抢店铺商场。此后，四

川、甘肃、青海藏区的个别地方也出现聚集闹事和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

件。2009年7月5日，类似的事件在新疆乌鲁木齐再次上演。这两起事件，给各

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给当地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

事后调查得到的事实证明，西藏拉萨“3·14”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

“7·5”事件是中国境内外“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

极端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社

会因素而非民族宗教因素，是少数不法分子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

挑起事端，策动民族分裂，干扰中国发展。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部署，从维护社会稳

定、国家法制和西藏、新疆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紧密团结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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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迅速依法采取措施，果断平息了暴力事件，得到了包括西藏、新疆各族群

众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理解和支持。一

些外国专家学者指出：这两起暴力事件“如出一辙，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有国外黑手操纵”，此种暴力犯罪“为任何国家所不容”。中国政府采取措施

维护稳定是在“恰当的时间采取的正确步骤”，是每个法治国家的政府都应

该做的事情。100 同时，针对工作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为了缩小少数民族地

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央继续加大对西藏发展与改善民

生的投入，就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出台一系

列优惠政策支持新疆的建设和发展。今天的西藏和新疆到处呈现出团结、

祥和、加快发展的气象。2011

年5月15日，中共新疆自治区

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库热

西·买合苏提就新疆的发展变

化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现

在“人们更加百倍地珍惜新疆

稳定的大好局面，更加坚定了

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信心，特

别是坚定了加快新疆发展这

样一个信心、这种愿望和盼稳

定、盼和谐、谋发展、谋富裕

这样一个局面已全面形成”，

“新疆现在确确实实是人气

旺了、人心暖了、动力强了、信

心足了。热情好客的新疆各族

人民期待着大家随时到新疆

旅游、考察、观光”。

2009年9月4日，在第十八届中国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

易洽谈会上两位国外参展商被维吾尔族小花帽所吸

引。此次洽谈会共签订内联和外经贸项目近160个。自

2011年起，乌洽会升格为中国—亚欧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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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诞生的前夜，列宁集中精

力研究了社会主义的宗教问题，写下了《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

宗教的态度》等名篇，提出了一个复杂、敏感的政治课题：社会主义制度与

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世界观上坚持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包括无神论），与一切唯心论（包括有神论）相对

立。不信神的执政党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

与宗教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难题。

以后陆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执政党为解决这一问题都进行

了大量、认真的努力，但基本都失败了。破解这一难题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性

的思考。

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生前津津乐道一段往事：据毛泽东的警卫

员李银桥回忆，当年在延安，有一天，毛泽东出门散步，提出要到一座寺庙

去看一看。警卫员不解，说那是迷信，有什么看头？毛泽东大声说：“片面，片

面，那是文化！”

说“宗教是文化”，这是一种既浅显又深刻的理念。这意味着对宗教信仰

的尊重即是对文化的尊重，意味着处理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化，意味着不能把宗

教当做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和革命斗争需要团结发动群众的现实，中国共产

无神论者面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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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鲜明地提出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认真严格地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回民比较集中，边区政府十分注意尊重和保

护伊斯兰教。当年，边区政府不但颁布了大量尊重和保护伊斯兰教的文件，

在激烈的战争之余，还在境内回民集聚区先后帮助建立起 5 处清真寺。毛泽

东亲笔为新建的延安清真寺题字。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

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载：1941年时，边区境内共修建清真寺14座，

“边区凡有回民之处，均有清真寺”。两度访问边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用“小心翼翼”一词来描述中国共产党尊重宗教的程度，他说，中国共产党

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

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101

正因为共产党对宗教信仰自由“小心翼翼”地尊重和保护，使得边区宗

教得以自由发展。据统计，在这个人口仅约150万的边区，1944年有天主教堂

20多处，基督福音堂7处，佛教寺庙8处，清真寺10余处，还有道观等，信教

群众4万余人。10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上升为全国执政党，唯物论的马克

思主义成为新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但共产党没有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

而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苏区、抗日边区和解放区实行的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推向了全国。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

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

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03“我们不能用行政命

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

强制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104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50年代上半叶，“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

在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105 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一个地区，几乎

全民信教，当地宗教政策执行的情况在全国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1954年9

月，达赖喇嘛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在敌人的各种挑拨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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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西藏人民具有浓

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经使他们疑虑不安，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

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

到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106 一位后来去了美国的西藏喇嘛回忆

说，直到1959年，他在康区各地广泛旅行，当时他的宗教活动或研究没有受

到一次干扰。107 英国记者艾伦·温宁顿则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证实了达赖发言

和西藏喇嘛回忆的真实性和普遍性，他说，自己1956年在拉萨访问时“从来

没有碰见一个对宗教抱有任何怀疑的西藏人”。108

2011年3月6日，参加全

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

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

尼·确吉杰布（右）正与

其他宗教界委员就温

家宝总理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展开热烈

讨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左倾，信仰自

由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

产党对“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探索曾走过一段弯路。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现了宗教工作的

拨乱反正，破解宗教难题的努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开始。

1980年，邓小平说：“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

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利益相违背。”109 邓小平在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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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很少讲宗教问题，但这一段话非常经典。话不多，但含义深刻，它将对

“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探索重新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把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对破解这一难题

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1982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文件，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

策》。文件承认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合法的存在，还会长期存在，指

出“党的宗教政策，决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强调“必须真诚地贯彻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110 

200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成立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宗教工作的高层

会议。这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人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对宗教问题的探索成果

提炼升华，提出社会主义的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三

个特点，其中最根本的是长期性。会议指出：“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有利于消除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宗教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和自然根

源、认识根源的消失，则需要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宗教最终

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111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观察宗教得出的科学认识。

以这一科学认识为理论依据，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

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共十七大又重申了

这一方针，并把它载入了新修订的党章总纲。

在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宗教活动得以规范有序

地进行，宗教发展进入了平稳健康的“黄金时期”。据统计，目前，中国信教

人数有1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活动场所约13万处，宗教团体

近5500 个，宗教院校110多所。各宗教都办有自己的刊物，出版了一大批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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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经典书籍。如，自1980年至今，中国基督教会累计印行《圣经》达7000万

册，共22种版本，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教会。

1998年2月，美国全国福音教派协会主席唐·阿格牧师来到中国，在亲

眼目睹了中国宗教的真实状况后，由衷地说：“中国可能正在经历着基督教

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而这场复兴绝大多数是在官方的默许下发生的。”112

两年后，英国记者布兰登·奥尼尔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西藏之

行。2010年7月29日，他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称：“当你第一次

来到西藏，你会对这里藏民所享有的宗教自由留下深刻印象。曾听英国‘自由

西藏运动’的活动人士称，中国当局试图‘消灭藏族身份和文化’。然而，当我

发现藏民实际上每天都能基本不受阻碍地从事宗教活动时，我感到非常惊奇

和欣慰。”

“党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秘诀，就在它的原则和政策里。”113 曾长期担

2010年11月17日，新疆喀什穆斯林迎来伊斯兰教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古尔邦节又称“宰牲

节”，是穆斯林群众最为隆重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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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叶小文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中共的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宗教问题

的“秘诀”，出色地破解了“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这一政治难题，续写了

“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