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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形成和存在众多的民族群体，它们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也逐渐凝聚为一个
整体。但是，这个整体以“中华民族”为族称并实现民族的自觉，却是从近代才开始的。1840年的鸦
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国族构建的关键时期。⋯⋯近代中国国族
的形成是主观构建的结果。该研究具体分析了晚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
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权开展的国族构建，从而将国族构建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具有历史的纵深感
。——中国民族政治学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  周平
----------------------------------------------------------------------------------------------------------------------
---------
民族国家是当前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而国族建设又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
性工程。本书重点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国族构建历程，着意
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国族在什么背景下，通过何种措施与手段实现了传统民族向现代民族的转型
。在国家范式转型的视域下，搭建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阐释不同阶段的政策体系，并且注重构建主
体的内在分析，强调国族构建与国家构建的互动。本书对于近代国族构建模式和效应的分析，也为当
前中华民族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参考与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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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周平
导  论
第一章
 迫于无奈的选择与国族观念的萌发——晚清王朝国家时期的国族构建(1840—1911)
第一节 多民族王朝国家的一体化机制
一、观念使然
二、认同多元
三、制度胜利
四、经济驱动
第二节 王朝限度内的国族意识萌动
一、王朝向民族国家体系的妥协
二、接受新技术与坚守儒家文化
三、政权层面上的满汉关系调整
四、社会普通民众的自发性回应
第三节 民族主义范式下的国族构想
一、民族主义引入与传播
二、满汉一体与排满兴汉
三、改良立宪与民主共和
四、重塑历史与保教存学
第四节 政权自我转型中的国族构建
一、满汉关系的继续调整
二、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
三、大众传播媒介的采用
四、立宪与和平移交政权
小结
第二章  制度形式的移植与国族意识的催化——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国族构建(1912—1928)
第一节 孙中山的国族构建思想
一、国族内部的族体组成结构
二、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设想
三、面对西方列强的心态变化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政策导向
一、维系过渡时期的领土和国族完整
二、确立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参政方式
三、规范国民教育的体系和价值取向
四、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发展
第三节 北洋军阀时期的初步实践
一、“五族共和”的延续与维系
二、议会民主的样式与表象
三、国家结构的集权与分权
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五、国族文化的冲突与调适
六、维系主权的努力与无奈
小结
第三章  党国体制的确立与国族整体的自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族构建(1928—1949)
第一节 国族构建困境与政党体制的再选择：国民党的探索
一、竞争党制的理想化与孱弱性
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与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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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机构的严密化与贯穿性
四、党员吸纳的大众化与国民性
第二节 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与国族的一元化整合
一、国族主义的继承与强化
二、训政体制的民主与独裁
三、主权独立的抗争与妥协
四、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局限
五、“三民主义”的宣传与教育
第三节 全面抗战与中华民族的整体自觉
一、强化中华民族一体结构
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加速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四、深入动员社会普通民众
五、积极争取平等国际地位
第四节 国族自觉与国家认同的失衡
一、政党竞争性认同的失败
二、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受挫
三、各民族平等权利的缺失
小结
第四章  政党认同的获取与国家认同的强化——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的国族构建(1921—1949)
第一节 组织准备与国族观念的初步形成
一、苏联式政党组织的初创
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合
三、阶级视角中的民族问题
第二节 局部实践与国族意识的逐渐深化
一、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制度政策
二、民族自决自治与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三、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第三节 区域施政与国族构建的自觉推进
一、中国共产党国族观的强化与自觉
二、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阐释与探索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政策与措施
第四节 政党认同与国族构建的基本完成
一、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
三、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调整
四、维护少数民族平等权利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小结
第五章  国族形成的模式与国族构建的效应
第一节 近代国族构建的基本模式
一、反帝反封建双重压力下的民族主义宣传动员
二、政党—国家在国族构建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三、国族构建与民族国家构建的互动与协调整合
第二节 近代国族构建的主要效应
一、中华民族基本具备国族的观念与形态
二、中华民族仍需增强国族的认同与凝聚
三、当代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内容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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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国家嵌入民族的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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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的博论，没记错还是和刘瑜的博论一起读的——张老师现在Twitter上也不活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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