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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
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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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与民族学研究的主线。 以往的民族

走廊研究基本是从区域内部的视角展开，注重对民族走廊内部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与现实经

验及其理论生长进行纵向研究，忽略了其所处的中华民族话语叙事的宏观社会背景。 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现实与实践的三个维度为民族走廊研究提供了宏观层面的分

析框架。 从历史维度看，民族走廊研究要关注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

关系；从现实与实践路径维度看，要关注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华文化与各民族

文化的共同发展，以及各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科技进步等的关系，这一分析框

架将有助于推进中国民族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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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

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

记在讲话中强调，“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

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１］ 之后，２０２２
年 ７ 月举行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进一步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扩大到统一战线各组

成部分的共同体意识建设上，这意味着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局限于民族事务层面，

而是在各民主党派、民族事务、新社会阶层、党
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阶层、海内外侨胞、
宗教事务等各个层面均需筑牢。［２］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

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３］ 在当前铸牢

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背景下，对于民族学来说，就
是要将民族学理论与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方法结合起来，帮助解决中华民族在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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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民族的相关研究，一
般是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入手，结合历史文献

与经验研究进行的。 从调查方法来说，１９５０ 年

开始的民族识别和 １９５６ 年开始的少数民族社

会历史调查，基本上是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的，即
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其所使用的“民族”概
念是以斯大林的四个要素定义为基准的。 由于

在现实调查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很深，一些研

究者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更大的民族区域，即一

个省一个省地进行。［４］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费
孝通提出“藏彝走廊” “西北走廊” “南岭走廊”
后，民族区域的走廊研究视角成为民族学界关

注的新领域。［５］１９８８ 年，费孝通又在香港中文大

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 ［６］的新民族理论，成为此后几十年民族学

界讨论的焦点之一，客观上使得民族走廊研究

大有沦为边缘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提到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

融”。 可以说，国内民族研究经历了从各个民族

单独调查、民族区域调查，到强调中华民族的多

元一体格局、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再
到铸牢“一体性”的共同体意识的阶段性发展

历程。
梳理民族研究领域的焦点转型过程，可以

发现，围绕着民族走廊区域进行的民族研究已

经生发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民族区域

内“交往交流交融”经验，以及增进整体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等研究方向，成为民族

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之一。 在新时代强调“共同

体意识”的宏观背景下，民族走廊的理论与经验

研究面临着新研究框架与研究视野的期待。 本

文通过分析以往民族走廊的相关研究议题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维度，初步探索

新时代背景下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分析框架。
一、民族走廊概念的形成与研究议题

“走廊”是费孝通在 １９８０ 年前后提出的一

个集合了历史内涵与地理特征的分析概念。 他

在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提

出了“藏彝走廊”的说法，［７］ 而后又在多次民族

调查与会议讲话中逐步形成了“民族走廊”的观

点。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他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

所座谈会上谈道，“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

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

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

面的概念了。” “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
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

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４］他认为，“对这些走

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研究者能够

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从而能对中华

民族的内部多样性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 ［８］

随后，李绍明系统地阐述了“民族走廊”的确切

内涵，并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明确的学术定义，即
“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

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５］

李绍明认为，“民族走廊”从一个建筑学概念到

地理学概念，再到民族学概念，必然要将自然地

理与人类共同体结合起来思考。 民族走廊保留

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对它

的研究，不仅对于民族学、民族史上的诸多问题

的解决有所助益，而且也有助于该民族当前的

现实发展。［５］

李星星结合费孝通、李绍明两位先生的观

点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民族走廊”是在中

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冲

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的、属于一定历史民

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

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

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

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９］ 近年来，又有学者

通过分析费孝通关于“民族走廊”概念的历次讲

话，梳理了其深层次的内涵与特征，最后总结出

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民族走廊的空间过渡、意义

多维、文化多样与和谐交融。［１０］ 总之，以上关于

“民族走廊”的定义从概念层面勾画了总体研究

范畴，为各民族走廊的具体研究提供了基础

纲领。
从研究范围来看，围绕着民族走廊的民族

学、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藏彝走廊、西北（河
西）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等大型民族走廊。
近年来，一些研究也提出了古苗疆走廊［１１］、武陵

走廊［１２］、河湟走廊［１３］、东北亚走廊［１４］ 等概念，
但这些研究尚未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界较为普

遍认可与讨论的民族历史区域。 究其原因，它
们或是从属于较大民族走廊内部的小型走廊，
比如河湟走廊应归属于西北民族走廊［１５］；或是

多考察了历史上曾存在的民族迁徙孔道，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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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苗疆走廊属于明清时期的民族沟通驿道［１６］；
或是缺乏明显的“通道”地理特征，比如东北亚

走廊范围过于宽泛，缺乏地形上的完整“廊道”
或“河谷”特征；或是与四大走廊相比，区域范围

较小、民族交融较弱、形成时间较短等。
从研究议题来看，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方

面展开：（１）民族走廊的概念与范畴。 在“走廊”
概念提出的早期，学界对民族走廊的关注主要

集中于“藏彝走廊”，并围绕着费孝通对此划定

的范围进行讨论。 同时，一些研究者也有不同

的边界争议，并提出了“汉藏走廊”“横断山民族

走廊”“藏羌彝走廊”等提法，但大多数学者仍以

“藏彝走廊”称呼之。［１０］ 类似的争议概念还有河

西走廊与西北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以及南岭走

廊等。 （２）走廊内部的村落与通道。 民族走廊

的区域性特征使其具有较为宽阔的空间属性，
在这样的空间中，历史上修筑的道路、人口迁徙

驻留形成的村落，成为走廊研究的重要内容。
周大鸣指出，村落、道路、走廊与族群之间实际

上构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也成为人

类学从传统的村落研究迈向区域研究的努力方

向和突破口。［１７］（３）族群互动与民族关系。 “走
廊”概念提出的一个关键出发点就是从走廊的

民族关系中，理解中华民族的整体及民族间的

互动结构，因此，许多学者从族群或民族关系出

发讨论走廊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

融。［１８］此外，在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民族走廊

还期待着结合微型社区研究与民族区域研究，
借此探讨中国语境下民族的分合关系。［１９］ （４）
民族宗教信仰研究。 由于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密

切关系，一些研究者对走廊区域内的宗教信仰

及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给予了重点关

注，试图从中发现不同宗教信仰和谐共存、交流

融合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２０］ （５）民族语言

研究。 走廊区域内十分复杂的语言现象，是语

言学与历史学研究的宝藏。［２１］ 从这些互相杂糅

的语言现象中，可以增强对语言系属的认定与

语言科学规律的探索。 （６）区域社会发展。 近

年来，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文化遗产等国家

政策的指导下，民族走廊区域内的社会发展成

为新的讨论点。［２２］ 这些与现实社会发展密切相

关的研究议题，往往注重探索与分析民族文化

元素中的系统性保护与资源化开发的整合路

径，以帮助实现其现实的行政目标。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议题基本围绕着民族

走廊内部的实质性内容条分缕析、自下而上地

呈现了走廊区域内的文化整合动力与民族互动

模式。 其研究立足点是区域内部视角，注重对

民族走廊内部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与现实经验，
及其理论生长进行纵向研究。 然而，这些研究

忽视了地方或区域内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叙事

的现实需求。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三个维

度

对各民族在实践维度中凝聚而成的共同体

意识的强调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
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
这一问题所对应的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在历史与现实中，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结构关

系是怎样的，以及这一结构对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影响。 问

题是理论产生的源泉，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纲领，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能够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

展，以及民族事务整体治理的现代化建设。
回顾以往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民

族学界大概围绕着三个维度进行研究：
一是历史维度，即指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

在实体、民族自觉到中华民族自信的历史发展

过程。 在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不同部落

人相互往来、流动与征伐，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大

的、自在的部落联盟，随后又形成了一个被称为

华夏的人类共同体。 这个在相互交流中形成的

华夏共同体，继续向四周扩展，并与不同的部落

群体相互征战与交流。 各个不同部落群体在地

理上以中原为中心相互来往、彼此学习与渗透

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

谁”的整体格局。 由此，现实交往逐渐演变出以

中原为中心的“中央－四方”“天圆地方”“中心－
五服”等思想，此后又发展出系统的“天下”宇宙

图式。 在这样的观念下，古代中国以王朝为核

心的政治共同体在分裂与统一的更替中，通过

政治－文化机制塑造了“大一统”的思维模式，奠
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在基础。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兴起，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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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理念进入中华大地，冲击着两千多年

的王朝政体，使得中华大地的当政者清王朝面

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此情境下，梁启超总结

出了“中华民族” ［２３］ 这一概念。 之后，吴文藻提

出，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政治之别。［２４］面对国内

日益严重的危机，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

个” ［２５］的提法，而费孝通又以中华民族的内部

多元性予以回应。 １９４３ 年，蒋介石以宗族论论

述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２６］ 这一系列的论

辩均说明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在

觉醒。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

立与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社

会主义建设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中华民族在经

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上奋起直追，同时，“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逐渐形

成。 改革开放之后，基于新的国情，党和政府以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政治话语有意识地增进中

华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提出后，费孝通又提出了“和而不同、文化自觉”
的观点。 由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民族融

合为一体的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得以增强，强有

力地巩固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宪法表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表述；２０１４ 年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２０１８ 年的新修宪法首次将“中华民族”的
概念表述纳入其中；２０２１ 年 ８ 月的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正式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
这些关于“中华民族”的表述充分体现了从

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共同体，再到自

信的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转型，也是在历史观念

上实现了从“天下”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发展历

程，呈现了国家塑造公民身份认同的核心符号

的过程。 由此可知，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稳步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

必定还会在新的情势下产生新的发展变化。
二是现实维度，即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的工作指导下，推进各民族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协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必
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３］这些要求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想指导。 因此，
现实维度始终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建设这一

主题进行，主要包括推动民族地区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与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等方面。 在促进

各民族共同发展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
“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

要任务，同时，要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

步伐”。［２７］ 这一内容指明了要推动各民族积极

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指明了民族地区

共同走向现代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任务与

实现路径。 具体来说，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要坚

持“差别化原则下的区域支持政策，推动民族地

区既有层次又有深度的全面改革开放，提炼自

身发展的内在潜能” ［１］。 特别是国家“十四五”
发展规划发布后，推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

要紧跟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的相关要求，充
分照顾到“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
较优势等实际状况，推动民族地区在发展阶段、
理念与格局上将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结合起

来”。［１］其次，在经济建设上，要推动民族地区经

济水平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
定点对接、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支持帮扶政

策，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节奏联结起

来。 同时，加大对民族地区建设的公共财政支

持力度，特别是对基础工程建设和产业结构调

整上的整体扶持。 而且要统筹规划经济、社会

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努力满足民族地区人

民群众的心理期待，即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的提升。 第三，在农业发展上，立足民族地区的

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实际，将国家“三农”政策与

民族地区发展结合起来，支持民族地区的乡村

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促进民族地区的基

层组织、农牧业和农牧民的治理水平、产业质

量、生活环境、风土习俗和经济水平的总体发

展。 同时，在沿边的民族地区，要完善边境开发

开放政策，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
在加强国家现代化整体治理方面，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

的全面领导，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
待民族问题。 具体来说，首先要改进和健全民

族事务工作的领导与治理体系，建立“党委统一

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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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全社

会共同参与” ［１］ 的多元治理格局。 新格局要求

将党、政府与社会这三方主体协调起来，共同参

与到民族工作的治理中，并“切实将民族工作从

‘一域’（局部）或‘单一’工作部门之事转变为

全党、全国和全社会共同参与与行动之事” ［２８］。
同时，在治理模式上，有学者指出，我国民族事

务治理现代化已经呈现出党政领导下的“复合

性治理”的路径，突出强调了政府领导与社会参

与的协作性与全域性。［２９］ 这一复合性的治理路

径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实经验支撑。
其次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水

平。 民族事务工作要始终在认真贯彻宪法精神

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下进行，坚持民族

事务治理的法治思维，遵循依法治理的实践路

径，健全民族事务的法律体系，积极稳妥地处理

民族工作领域的各项事务。 第三是加强民族干

部队伍建设，培养能够妥善运用马克思主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干部队伍，特别是

要加强对工作在条件艰苦的基层地区的干部的

关心、理解与培养。
三是实践路径维度。 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坚定“民族区域自治”不动摇，确保

制度建设在国家推进民族工作可持续、现代化

发展方面的基础举措和重要保障地位。 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是中国革命时期的民族理论应新中

国全面建设发展的新需求、适应国家民族实情

的中国化结果，它以民族平等团结和谐互助作

为新时代民族关系的基础，必须要在现代化建

设中坚持与不断完善。 二是加快民族地区现代

化建设步伐。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潜能

直接关系到增进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因
此，要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科
技进步等经济增长点的深度融合，促进民族地

区内生性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 三是强化对五个方面的文化认同，即“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１］。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党中央提出，建设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

记讲道，“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

献，各民族要相互学习、相互欣赏” ［３０］。 此后，
总书记又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３１］ 这些讲话均

在表明，践行铸牢民族一体意识的主线“必须以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关键，加强各民族

的中华文化认同” ［３２］。 因此，要鼓励将各民族

文化与中华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各民族共有精神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听
得懂、看得见的展演形式。 四是加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的互嵌式社会

结构［３３］。 世界上任何一个稳定社会的形成都是

在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演化而成的，因此也都

是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中国社会无异于此。
王朝时期的中国社会秉持着开放与包容的心

态，促成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播，维系了统一

多民族社会的整体样态。 自古至今，社会中不

同民族间的互嵌使不同民族成员掺杂或嵌入到

其他社会结构中去，创造了各民族接触与交往

的机会，为实现民族交融提供了现实条件。［３４］同

时，互嵌也不意味着消除民族特性，而是在多元

之中达成新的动态一体。 这种动态性的各民族

之间、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互动为共同体及其

意识的巩固提供了支撑。
以上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形成

的历史、现实与实践的三个维度为民族走廊研

究提供了宏观层面的理论框架，弥补了单一民

族维度和互动民族关系维度在面临政治－文化

叙事时的短板与缺失。 这一现状从新古典结构
－功能论［３５］中也可以得到解释。 以往的民族走

廊研究注重对其内部的自生结构进行分析，而
忽略了其所处的外在结构，即宏观经济社会背

景。 由此，对外在结构影响下生成的民族走廊

研究的生成结构与结构转型缺乏敏感。 这一理

论框架提醒我们，在进行民族走廊研究时要注

意到自身、外在与生成性结构之间的联系。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走廊

研究的新分析框架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会时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

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
事情。 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
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 ［３６］ 也就是说，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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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离不开对现实生成性因素的具体化、微观化

研究，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高屋

建瓴，又要扎根基层。
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

下，结合以往研究，民族走廊的相关研究应主要

围绕着增进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

展开。 从历史维度中，可以总结出以下与民族

走廊研究的相关议题，即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央

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
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华文化与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等。 而在现实维度与实

践路径之下，基本围绕着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

共同发展、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

以及各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科技进

步等的关系来展开。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民族走

廊研究领域内的关键人物的研究观点和学术成

果进行整理与汇总，从中可以发现，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走廊研究的一些知识

生产格局与总体特征。
表 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四个民族走廊研究内容的部分呈现

　 　 从表 １ 中可知，民族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

已经在各自的研究中部分地涉及到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一些内容，但从三个维度进行全

面研究的学者和成果相对较少。 在学科归属

上，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研究主要是以民族学、
历史学学科为主，而且相关研究人员多是该领

域的学术权威；而现实发展方面的研究则呈现

出学科多元的研究特点，在研究人员上也以中、
青年学者为主。 总之，以上历史、现实与实践路

径三个维度构成了新时代背景下民族走廊研究

的整体式分析框架，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有了更多层次性、实质性的研究内容。
由此，本文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背景下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分析框架，如下图：

图 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走廊

研究新分析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初步探讨的这个民族

走廊分析框架是对当前中国国家与民族关系的

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思考。 它旨在从自上而下

的、更加宏观的“国家－民族”视角来对民族走廊

研究进行整体把握，并不意味着能够代替民族

走廊内部分析的诸多议题。 一些学者在对中国

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

特征在于自上而下式的“伞式结构”与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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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蜂窝式结构”的并存［９７］，由此转移到民族

研究中，这一原理同样适用。 也就是说，民族走

廊研究也要在宏观的“国家与民族”关系层面与

微观的“民族走廊内部”层面共同着手，推动民

族走廊的整体性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走

廊研究成为了一种理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与国

家－民族关系的手段。
四、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学界的研究思路经

历了各民族内部边界划定到民族走廊区域内的

多民族互动，再到强调共同体价值的铸牢共同

体意识的发展历程。 其中，民族走廊是改革开

放以来，民族学领域适应国情发展而提出的分

析民族区域现象的新研究视角。 这一分析视角

旨在从区域来理解整体中国，并通过中国领土

内的各民族关系结构来抽象出中国式的民族关

系理论、国家发展理论乃至国际关系理论。 它

突破了以往对单一民族进行内部分析的研究路

径，重点关注走廊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往

来与文化融合。 理论是对时代发展规律的总

结，也是探索新发展方向的基础。 回顾民族研

究模式的现代转型，可以发现，这一历程是从微

观层面的具体民族分析到中观层面的民族区域

研究，再到宏观层面的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理论

研究。 因此，当前背景下的民族走廊研究，要注

重将对民族走廊的内部分析转型到以中华民族

共同体为核心的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中。 其

中，历史梳理与经验研究仍将是拓展民族走廊

分析框架的主要途径。
此外，民族走廊研究也进一步反思了西方

以一族一国为特征的民族－国家理念，及其带来

的“国族主义”的深刻影响。 民族走廊是中国式

民族研究的创新理论，它将关注单一民族内部

的研究取向转型到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

的民族关系的研究视角，再上升到以多元一体

格局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关系的研究取向，最后

直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体研究视

野。 这一研究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式国家与民

族关系发展的三个过程：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民
族与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９８］ 在新

时代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中，增进共同体意识是

新一轮国家－民族关系的塑造，也是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过程中创新国家－民族理论的民族学

贡献。 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思路，国
家－民族关系更能够有效地解释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的社会结构与转型特征。 而这一转型的关

键在于将各民族交融的历史与现实经验转变为

对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铸造上。 在这样的背景

下，民族走廊研究需要新的分析框架的指引。
相信在这样的框架指导下，将有助于推进中国

民族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在 ２０１３ 年举办的“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

南方边疆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中，赵世瑜以

《明清帝国在南岭走廊：历史人类学如何着眼》、
陈春声以《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方铁以《边
疆史地研究的若干选题》为题分别论述了南方

边疆的民族交融与社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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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Ｎ］ ．人民日报

（第 １ 版），２０２２－０７－３１．
［３］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Ｎ］ ．人民日报（第 ２ 版），２０２２－１０－１７．
［４］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 Ｊ］ ．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２（０３）：２－６．
［５］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

说［Ａ］ ／ ／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０．

［６］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Ｊ］ ．北
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０４）：１－
１８．

［７］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０１）：１４７－１６２．

［８］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

论会的贺信［Ａ］ ／ ／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１．

［９］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
格局［Ｊ］ ．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０５（０３）：１２４－１３０．

［１０］王佳果，姚建盛．民族走廊研究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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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领域知识生产分析及反思展望［Ｊ］ ．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０５）：２２２－
２３２．

［１１］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重返“古苗疆

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

新视阈［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２（０２）：１－１３．
［１２］黄柏权．费孝通先生与武陵民族走廊

研究［ 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０４）：１２－１７．
［１３］徐燕，袁同凯．河湟走廊上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以临夏州唐汪人为例［ Ｊ］ ．西北民

族研究，２０２１（０３）：２８－４３．
［１４］崔向东．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

论纲［ 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７（０５）：２－１２．
［１５］李建宗．通道之间：西北民族走廊界隔中

的连续———基于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之间的关联

性分析［Ｊ］．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１８（０２）：６７－７２．
［１６］杨志强．“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

地域与民族社会———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

［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０３）：２－９．

［１７］周大鸣．走廊与聚落———潇贺古道石

枧村民族志研究［ 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０６）：４０－５４．
［１８］张力仁．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

化的交流与整合［ 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６
（０３）：８４－９３．

［１９］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Ｍ］ ／ ／ 费孝通

文集·第 １０ 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４．
［２０］崔明．多元宗教生态系统与和谐民族关

系构建———以西北民族走廊为例［Ｊ］ ．中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０３）：３２－３６．
［２１］ 刘辉强． “藏彝走廊” 的 民 族 语 言

［Ａ］ ／ ／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１５－３２３．
［２２］侯玉霞，代涵奕，张鲜艳．南岭走廊民

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 Ｊ］ ．广西

民族研究，２０２０（０４）：１５８－１６６．
［２３］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十一［Ｍ］ ．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４．
［２４］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Ｍ］ ．陈恕，王

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３９９－４１９．

［２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Ｎ］ ．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 ９ 期），１９３９－０２－１３．
［２６］蒋介石．中国之命运［Ｍ］ ．上海：大公出

版社，１９４５：１－６．
［２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Ｎ］．人民日报（第 １ 版），２０２１－０８－２９．
［２８］王延中．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Ｊ］ ．民族研究，２０２２（０１）：１－１３．
［２９］马俊毅．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战略及

其现代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１１）：７２－８０．

［３０］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Ｍ］ ．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８５－８６．

［３１］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Ｎ］ ．人民

日报（第 ３ 版），２０２１－０３－０７．
［３２］刘吉昌，金炳镐．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Ｊ］ ．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１）：２８－３３．
［３３］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

意义与铸牢策略［ 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２０１９（１２）：２４－３０．
［３４］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 Ｊ］ ．

学术界，２０１６（０４）：３３－４４．
［３５］张继焦．换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的“传

统———现代”转型：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 Ｊ］ ．
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２０（０３）：１７８－１８９．

［３６］习近平．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

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Ｎ］ ．人民日报（第 １ 版），２０２２－０３－０６．
［３７］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

群认同［Ｍ］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８］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

类学的再构思［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３９］张雄．唐太宗经营河西走廊略述———
兼谈唐初关于内地与边疆关系的争论［ Ｊ］ ．中南

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０６）：
１５４－１５８．

［４０］李如东．纳“旧疆”入现代：２０ 世纪三四

十年代开发河西走廊诸论述中的边疆话语［ Ｊ］ ．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０３）：５３－５９．

［４１］赵娜．“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南方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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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Ｊ］ ．中国史研究动

态，２０１４（０４）：７９－８１．
［４２］李大龙．榫卯：走廊与中国疆域的形成

与发展［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０３）：４６－５２．
［４３］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

族区域［Ａ］ ／ ／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３－１．

［４４］秦永章．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

和地理特点［ Ｊ］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１（０３）：６７－７２．
［４５］李建宗．族群流动与社会平衡：２０ 世纪

上半叶马鬃山在河西走廊多民族分布格局中的

意义［ 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２０２０（０８）：８－１５．

［４６］袁丽红．平地瑶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

融———南岭走廊民族关系研究之一［ Ｊ］ ．广西民

族研究，２０１８（０４）：１５６－１６４．
［４７］朱其现，杨育智，向云．南岭走廊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启示———广西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研究之一［ Ｊ］ ．贺州

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０２）：６－１１．
［４８］崔向东．辽西走廊变迁与民族迁徙和

文化交流［ 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２（０４）：１０２－１０８．
［４９］边昊，吴凤霞．论辽金对辽西走廊交通

的经营［Ｊ］ ．北方文物，２０１９（０４）：９３－９７．
［５０］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Ｍ］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９１．
［５１］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

的历史人类学研究［Ｍ］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

司，２００３．
［５２］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Ｊ］ ．

民族研究，２０１４（０１）：７８－８９．
［５３］陈庆英，赵桐华．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

思考［Ｊ］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０２）：４４－４８．
［５４］冯国昌．多维民族视域下的互动与抉

择———民国时期祁连山北麓藏民研究［ Ｊ］ ．西北

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０５）：５１－５７．
［５５］覃德清．关于开展南岭民族研究的构

想［Ｊ］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０２）：６４－６９．

［５６］周大鸣．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Ｊ］ ．中山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０６）：１５３－１６０．
［５７］ 何海狮． 南岭与 “多元一体” 的瑶

族———从费孝通的“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出发

［Ｊ］ ．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１９（０２）：８６－９１．
［５８］崔向东．论辽西走廊的历史地位与当

代价值［ Ｊ］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０５）：１６－２０．

［５９］吴凤霞．辽金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辽西

走廊滨海州县的发展［ 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０４）：１０９－１１４．
［６０］王铭铭．初入“藏彝走廊”记［ Ｊ］ ．西北

民族研究，２００７（０４）：６４－８３．
［６１ ］ 徐 新 建． “ 族 群 地 理 ” 与 “ 生 态 史

学”———由藏彝走廊引出的综述和评说［Ａ］ ／ ／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５：８２－１１０．
［６２］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Ｊ］ ．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０５（０４）：５－８．
［６３］赵旭东，单慧玲．中国走廊学发凡———

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 Ｊ］ ．
思想战线，２０１７（０２）：１－１１．

［６４］马惠兰，刘源．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文

化特点和文化建设的思考［ Ｊ］ ．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２０１２（０６）：５１－５４．
［６５］李元元，切排．关于河西走廊多民族文

化互动模式的分析———以阿克塞、肃北、天祝三

县为例［Ｊ］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１（０３）：９９－１０５．
［６６］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

及意义［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３（０３）：８４－９０．
［６７］李星星．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武

陵走廊”［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３（０２）：１６－２５．
［６８］刘丹，秦红增．“一带一路”与中国民族

走廊研究再认知［ 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０５）：３１－３６．
［６９］袁晓文．和而不同：藏彝走廊多续族群

与其他藏族支系关系研究［ 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０２）：７－１５．
［７０］杨华军．藏彝走廊研究：统一国家意识

的塑造［Ｊ］ ．西藏研究，２０１６（０３）：５２－５９．
［７１］石硕．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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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Ｊ］ ．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１８（１０）：４－８．
［７２］孙宏开．再论西南民族走廊地区的语

言及其相关问题［ 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０６）：２９－３９．
［７３］马尚林．论藏彝走廊回、藏民族的和谐

社会关系 ［ 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

版），２０１７（０７）：２４－２９．
［７４］宁军．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文化交融方

式探析［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８（０９）：３４－３９．
［７５］张鸣春、顾文兵．走廊地带和谐民族关

系的精神引领、社会功能与构建路径———以河

西走廊为例［Ｊ］ ．前沿，２０２０（０４）：７１－７６．
［７６］龙晔生．南岭走廊民族区域平等发展：

概念提出及路径选择［ Ｊ］ ．民族论坛，２０１６（０６）：
４－７．

［７７］李军，袁丽红．南岭民族走廊族际经济

互动研究［Ｊ］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２０２２（０３）：
１０２－１１１．

［７８］郝文军，薛雷平．基于民俗视角的辽西

走廊地区多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研究———以辽宁

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Ｊ］ ．渤海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０６）：８２－８６．
［７９］唐白晶．藏彝走廊多民族圈舞及其中

华文化认同功能论析［ Ｊ］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０２）：６８－７５．

［８０］石硕，邹立波．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

响与辐射［ 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３（０２）：２－６．
［８１］郑堆，王振宇．河西藏传佛教文化的包

容性及其研究价值———以吐蕃和西夏时期为例

［Ｊ］ ．中国藏学，２０２２（０３）：１５１－１５６．
［８２］李晓明．南岭走廊过山瑶传统文化基

本特征探论［ Ｊ］ ．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１１（０１）：
１２１－１２６．

［８３］韦浩明．多族群区域制度文化认同的

建构———以南岭走廊中段为例［ Ｊ］ ．原生态民族

文化学刊，２０１１（０１）：７７－８１．
［８４］梁军．新时代长征精神在南岭民族走

廊的“嵌入式”传承［Ｊ］ ．社会科学家，２０２１（１０）：
４０－４５．

［８５］穆崟臣．“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

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Ｊ］ ．内蒙古社会

科学（汉文版），２０１４（０６）：５４－５７．
［８６］郭永平．地域景观、民族文化与辽西地

区高质量发展 ［ Ｊ］ ．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０２）：１６１－１６７．

［８７］罗良伟．藏彝走廊之城镇化发展模式

探究［Ｊ］ ．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１３（０１）：１４４－１４６．
［８８］袁姝丽．构建藏彝走廊民族民间传统手

工艺文化遗产廊道的可行性研究［Ｊ］ ．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１）：２１－２５．
［８９］沈博，幸晓峰．“藏彝走廊”民族音乐遗

产及其保护研究 ［ Ｊ］ ． 藏羌彝走廊研究， ２０１８
（０２）：１０４－１０９．

［９０］王文棣．对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

战略思考［Ｊ］ ．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１（０４）：５４－５８．
［９１］傅才武，钟晟．文化认同体验视角下的

区域文化旅游主体建构研究———以河西走廊为

例［Ｊ］ ．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０１）：１０１－１０６．
［９２］刘兴全，许艳丽．“丝绸之路”河西走廊

段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Ｊ］ ．西北民族大

学学报，２０１９（０５）：２０－２７．
［９３］冯智明．南岭民族走廊传统村落的多

维空间实践及其演化———以瑶族传统村落为例

［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８
（１０）：３６－４１．

［９４］文冬妮．南岭走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

化遗产空间分布与廊道构建［ Ｊ］ ．社会科学家，
２０２１（０３）：７０－７５．

［９５］于富业．辽西走廊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Ｊ］ ．渤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０６）：１６－２１．

［９６］刘继祥．辽西走廊旅游资源优势特征与

发展对策思考［Ｊ］ ．江苏商论，２０１０（０８）：１３４－１３６．
［９７］张继焦．新结构主义：一种对“中国式发

展”的新解释［Ｊ］ ．中州学刊，２０１８（０１）：７１－７６．
［９８］张继焦，尉建文，殷鹏，刘波．换一个角

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
理论转型［Ｊ］ ．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５（０３）：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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