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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华夷理论演变与中华民族形成
1
 

 

黄松筠2
 

 

摘要：华夷理论作为中华民族统一体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其一旦产生，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

成和发展就会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历史表明：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夷之别观念的产生，是对

中华民族统一体双方的确认；华夷理论与汉民族的形成同步发展；华夷如一是开明民族政策的理

论指导；华夷同风、华夷一体观念的提出和实践，说明中华民族已自发地形成；华夷的中华民族

认同，开启了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新时代。 

关键词：华夷理论 中华民族 民族统一体 民族政策 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的确切含义， 应是中国境内的主体民族(汉族)与非主体民族(少数民族)统一体的

总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滋养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华夷理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之

一，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华夷理论作为反映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实

际的观念形态，亦有其自身演变的历史。因此，考察华夷理论的演变，对深入认识中华民族的形

成和发展，是不无益处的。 
 

一、华夷之别与主体、非主体民族的形成 
 

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上溯到炎黄二帝乃至于新石器时代。然而，中华民

族统一体
3
的形成，则始于春秋时期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夷之别观念的产生。历史文献记载表明，

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华夷之别观念，是华夏民族形成的产物。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时期，已被大量

文献资料所证实。春秋时期华夷之别观念的内涵，见于古文献的如下记载： 

《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
5
 

《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6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7

 

《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8
 

以上五则史料对华夷之别的观念作出了明确的阐述：所谓“华”与“夷”是指思想文化和心

理素质有所差异的族类；地处王朝中央地区的主体民族是华夏族，居于“内”；地处周边地区的

非主体民族是“四夷”，居于“外”；“华”应当以“文德”区别于“四夷”，华夏应对归附的

夷狄予以安抚。由此可见，古代华夷理论的雏形，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已大体具备。与此同时，华

夷之别的观念已经把“华”与“夷”作为民族统一体的双方，区分得一清二楚。可以说，中华民

                                                        
1
 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 9 期。 

2
 作者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边疆史。 

3
 黄松筠：《中华民族统一体说》，《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 12 期。 

4
《春秋左传正义》卷 26，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1901 页。 

5
《春秋左传正义》卷 50，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2103 页。 

6
《春秋左传正义》卷 56，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2148 页。 

7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 18，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2297 页。 

8
《论语注疏》卷 16，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25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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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统一体的双方，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已被确认。 

事实上，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双方，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中， 起初是自然长成的结构。随

着西周分封制的实行，各封国的居民族属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西周

初年的封建诸侯，随同周族的官员、军队前往封地的，还有“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

氏、长勺氏、尾勺氏，使率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

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怀姓九宗”
1
等等。可见，分封诸侯打破了封国内原住民族聚族而

居的状态。在西周初年的主要封国之内，原有各族居民与上述诸多的“外来”各族居民的杂族而

居，使封地居民在族属的构成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周人是封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受封地区的其他各族，渐渐地接受

了周人的风俗习惯与思想文化，成为华夏族的成员。“华”“夏”“诸华”“诸夏”“华夏”，

作为中原各诸侯国居民的自称，屡见于春秋时期的文献之中。春秋时期， 齐、鲁、晋、燕、秦、

楚等诸侯国，已经不再被人视为蛮、夷、戎、狄之邦了。在尔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周王室、秦、

晋与诸戎之间不断地以武力相争， 诸戎也移居于中原且后来多被秦、晋所灭，一并融入华夏族；
2
 春秋时期，居于北方的戎、狄二族，不断遭到齐、鲁、晋、燕、郑、卫等诸侯国侵扰，由于晋

国实行“和诸狄戎，以正诸华”
3
的政策，使得晋国四周的诸戎、狄，逐渐与华夏族融合为一；

居住在东方的夷族诸部，常常依附于鲁、楚两国，其中有的被楚国所灭，有的被齐所灭，还有的

最终成为鲁邑；居住在南方的各族，大多被楚国所灭。总之，这个时期，居住在中原地区四周的

戎、狄、蛮、夷各族，除其中一部分迁徙到更远的边外，留下各族所居住的大部分地区都为几个

大诸侯国所兼并。
4
秦、晋、齐、楚四大强国不断向四周兼国并土，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实现了

华夏族与其他诸族的相互融合。 

上述史实证明，西周、春秋时期，以中原夏、商、周为主体民族，与周边诸多民族的相互融

合，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华夏民族形成后，作为民族统一体的一方，与周边诸多民族共同构

成统一体的双方。春秋时期，孔子等人关于华夷之别的论述，正是基于上述历史实际而进行阐述

的。华夷之别观念对当时民族统一体双方的确认，其内涵已如上述。其在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在于，

为当时和此后统一王朝在国家政体的地方政权上推行“因俗而治”、民族自治的二元格局，从理

论上奠定了基础，并为尔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华夷之别观念与民族统

一体双方的确认，是认识此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的一把钥匙。 
 

二、华夷理论与汉民族形成的同步发展 
 

从春秋时期的华夷之别观念， 到南北朝时期华夷体系的形成， 经历了战国及秦、西汉、东

汉等三个统一王朝。汉魏六朝时期，继承并发展了西周、春秋时期“守在四夷”“华夷内外”“内

诸夏而外夷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华夷之别”思想观念，又进一步提出了“羁

縻绥抚”“招附殊俗”与“藩卫内向”的系统理论，使得华夷理论体系在这一历史时期基本形

成。 

在西汉，主父偃向汉武帝进谏时，曾引用李斯当年反对攻伐匈奴的一段言论：“夫匈奴无城

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治……得其地不足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
5
李

斯的理论，被东汉的虞诩概括为“不臣异俗”。司马相如也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 其义

                                                        
1 
《春秋左传正义》卷 54，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2134-2135 页。 

2
 黄中业：《西周分封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86 年第 3 期。 
3
 《春秋左传正义》卷 31，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1951 页。 
4
 黄中业：《西周分封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86 年第 3 期。 
5 
《史记》卷 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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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縻勿绝而已”
1
，认为王朝天子对于周边的夷狄，只需笼络、维系即可，不必直接进行统治。 

到东汉，尚书令虞诩提出了“不臣异俗， 羁縻绥抚”“服则受而不逆， 叛则弃而不追”的

重要理论。汉顺帝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上书言“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税”， “议

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 威不能加……难率

以礼。’”
2
这一时期的华夷理论中，反对主动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用兵，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

一。东汉的臧宫与蔡邕如下的两则言论颇具代表性，分别见于《后汉书》的《臧宫传》与《蔡邕

传》，即“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和“务战胜穷武，未有不悔者”，与虞诩的“不臣异俗，

羁縻绥抚”的观点一脉相承。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杨椿在前人的华夷理论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荒忽之人， 羁

縻而已”“悦近来远，招附殊俗”“以别华戎，异内外也”“徙在华夏，而生后患”
3
等著名论

述。他的基本主张包括：对于已经归附的诸族，要实行“羁縻”政策，这样可以达到 “近者悦、

远者来”的招附异族的目的；同时承认华夷的差异，二者应“分地而居，因俗而治”；假如强行

将异族迁徙内地，将后患无穷。上述关于华夷的论述，表明春秋时期华夷之别的观念，在南北朝

时期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华夷理论体系。 

关于汉民族的族称，汉朝人自称“中国人”。当时，王朝周边的各民族往往称汉朝所辖郡县

境内的人为“汉人”，意思是“汉朝的人”，“汉”并非是一个民族概念。但是，汉朝时已出现

“胡汉”“越汉”“夷汉”等合称，表明“汉”已初具族称的含义。到魏晋时期，汉族人自称“中

国人”“晋人”，周边各族却称之为“汉人”。后来，“汉人”作为民族的概念，逐渐为汉族和

非汉族所共同接受。这时，统一王朝内的“中国人”这一称呼，已经不再专指汉族，开始为王朝

境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所共享。随着北方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封建王朝 (如北魏) ，周边民

族作为统治民族，为了将自己与汉族区别开来，即用“汉”或 “汉人”来专称汉族。这样，“汉”

或“汉人”就成为一个正式的民族概念。“汉”作为族称被境内外主体民族与周边民族所认同，

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华夷理论与汉民族的形成，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专

门论述的问题。这里，本文只想指出：华夷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指导，对汉民族的形成起到了重大

的、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如下的链条传递来实现的：华夷理论作为统一王朝在地方最

高政权机关推行二元格局的理论指导，对于这种政体格局的确立和推行，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而这种二元格局的国家政体，则为汉民族乃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极其有利

的条件。 
 

三、华夷如一与唐代民族政策的理论指导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唐代的华夷理论，对汉魏六朝的华夷理论有所继承， 但

更主要的是有新发展。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突破了以往的“贵中华贱夷狄”的华夷观， 从而

提出了“胡越一家”、对华夷“爱之如一”的崭新华夷观。与此相联系的是唐王朝所执行的开明

的民族政策。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的记载，东突厥战败后，朝廷上下就怎样安置

突厥族居民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多数大臣主张把降服的突厥族居民，“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

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令温彦博却力排

众议，主张“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唐太宗最终

采纳了他的意见。温彦博的上述理论，大体上被后来的历代统一王朝所奉行， 沿用至明清时代。 

                                                        
1
 《史记》卷 117《司马相如列传》。 
2 
《后汉书》卷 86 《南蛮西南夷列传》。 

3
 《魏书》卷 58 《杨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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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所引述的东汉虞诩驳斥武陵太守的言论，北魏杨椿反对把降服的蠕蠕族迁徙到内地的

几点主张，特别是贞观四年（630）朝廷大臣关于如何安置降服的突厥族居民的大辩论，可知实

行怎样的国家政体和民族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两种不同思想、政见的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

虞诩、杨椿、温彦博以他们正确的华夷观，驳斥并阻止了强令周边少数民族与内地主体民族按相

同比率纳税、离开故地、破坏其本民族聚居状态的动议，捍卫了地方最高政权二元格局的政治制

度，是维护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此类恶劣事件之所以很少发

生，与开明大臣的力排众议和开明君主的英明决断，是不无关系的。 

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对侍臣说：“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以奉枝叶，木

安得滋荣！”
1
唐太宗的这一生动的比喻，不仅阐明汉民族是主体民族，而且揭示中国汉族与四

夷的关系实为一体的本质。贞观二十年（646）五月，唐太宗于翠微殿向群臣自我表白说：“……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2
 唐太宗的这一言论，概

括了唐代之前后两种大不相同的华夷观。 

在唐王朝，不仅提出了华（主体民族）夷（非主体民族）一家、一体的理论，而且根据这一

理论所制定的开明民族政策，亦被唐太宗、唐玄宗出色地付诸实践，成就了中华民族史上少见的

盛况。 

唐太宗在他的治国实践中，确实履行了他所说过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

姓”
3
 的承诺。在唐太宗任命的高官与高级将领中，有为唐王朝统率大军征战四方而又战功卓著

的少数民族高级将领，如右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右骁

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将军阿史那泥熟等人。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官员

和将领予以充分的信任，让他们在宫中担任禁军、宿卫职务， 确实做到了“待其达官皆如吾百

寮”，一视同仁。例如：在平定龟兹的作战中，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被任命为昆丘道行军大总

管和副总管，统率 10 万大军并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可见，唐太宗对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是何等

的重视。唐太宗逝世时，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悲痛万分，请求“杀身以殉”
4
。这就足以表明，

唐太宗的开明民族政策，不仅团结了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集团，而且增进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

间的相互团结。 

唐太宗死后，根据他的遗嘱将颉利等各族酋长 14 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

内”
5
。这 14位石刻像中，有突厥族四尊，其他还有吐蕃赞普、高昌王麴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

薛延陀珍珠毗伽可汗、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于阗王尉迟信、新罗王真金德、林圉邑王范

头黎、婆罗门王阿那顺等。昭陵 14 位少数民族首领石刻像，无疑是唐太宗开明民族政策的一座

丰碑，标志着唐代开明民族政策深受中华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拥护。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唐太宗死，“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翦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
6
 可见，唐太宗开明民族政策深得少数民族之心。 

唐王朝的开明民族政策，在唐玄宗时期亦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

很多少数民族的首领在中央王朝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例如：宇文融，祖先为匈奴人，为唐玄宗

检括户口有功，官至于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列宰相。
7
 开元年间在国家及地方政府

                                                        
1 
《资治通鉴》卷 195《唐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6149 页。 

2 
《资治通鉴》卷 198《唐纪十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6247 页。 

3
 《资治通鉴》卷 195《唐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6148 页。 
4
 《资治通鉴》卷 199《唐纪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6269 页。 
5 
《资治通鉴》卷 199《唐纪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6269 页。 

6
 《资治通鉴》卷 199《唐纪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6268 页。 
7 
《旧唐书》卷 105《宇文融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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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担任重要文武官职的还有：李光弼，契丹族人，天宝末年任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
1
 安禄

山，父康国人，母突厥族人，深受唐玄宗宠幸，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有士众 15

万人，天宝十四年(755) 举兵造反；
2
 史思明，突厥族人，官至平卢兵马使，与安禄山一起举兵

造反；
3
 仆固怀恩，铁勒族人，曾任陇右节度使，因讨伐安禄山收复两京有功，官至尚书左仆射

兼中书令、朔方节度使；
4
 王廷凑，回纥阿布忠族人，曾任成德节度使；

5
 尉迟胜，于阗人，曾

任右武威大将军、骠骑大将军。
6
 贞观、开元年间大量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国家文武要职，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唐太宗、唐玄宗期间，确实执行了对中华（主体民族）、夷狄（周边民族）“爱

之如一”的民族政策。 

历史表明，中华文化中开明的华夷观和正确的民族政策，对于维护地方最高政权的二元格局、

为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和发展，确实从国家政体和中华文化（华夷观）层面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

支撑。 
 

四、华夷同风、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的自发形成 
 

辽、金二朝的统治者在“华夷观”上，摈弃以往统一王朝汉族统治集团所宣扬的“华夷之

别”，提出了“夷可变华”“华夷同风”的理论，开始把本民族纳入“中华”的范畴之内。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向侍臣发问，祭祀有大功德者以何为先？皇太子耶律倍说：“孔子大圣，

万世所尊，宜先。”于是“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7
 神册三年（918）

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神册四年（919）八月，辽太祖“谒孔子庙”，“命皇后、

皇太子分谒寺观”。
8
可见，在儒、道、佛“三教”之中，辽太祖可谓上承唐太宗李世民，对儒

教尤为重视。元代的许衡称北魏、辽、金皆“行汉法”，
9
 是对北魏、辽、金三朝用汉人的“正

统”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概括。辽道宗耶律洪基在请汉人给他讲解《论语》时曾说：“吾修文物彬

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
10
 并且，他提出“华夷同风”的理论。《辽史·道宗本纪一》记载，

辽清宁三年（1057），辽道宗耶律洪基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
11
 

金朝承继中原政统、道统来治理国家，可从金世宗完颜雍的事迹中得到充分的说明。金世宗

尊崇汉人的经、史典籍，以尧舜为榜样，在同侍臣们谈论治国之道时经常引经据典，以汉唐以来

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为借鉴。大定二十三年（1183）九月己巳日，诏令颁布推行译经所翻译的《五

经》《诸子》及《新唐书》。同年，又命令将一千部用女真文字写成的《孝经》赐给护卫亲军。金

世宗轻徭薄赋，勤政爱民，整饬吏治，崇尚节俭，政绩斐然，大定四年（1164）全国判处死刑的

罪犯仅有 17人，故有“小尧舜”的美称。 

元王朝是由北方蒙古民族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它继承了中原汉王朝的“政统”与“道统”。

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在即位诏书中说：“稽列圣（祖宗）之洪规，讲前代（唐、宋）之定制。建

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
12

                                                        
1
 《旧唐书》卷 110《李光弼列传》。 
2 
《旧唐书》卷 200 上《安禄山列传》。 

3 
《旧唐书》卷 200 上《史思明列传》。 

4 
《旧唐书》卷 121《仆固怀恩列传》。 

5
 《旧唐书》卷 142《王廷凑列传》。 
6 
《旧唐书》卷 144《尉迟胜列传》。 

7
 《辽史》卷 72《宗室·义宗倍传》。 
8 
《辽史》卷 1 上《太祖纪上》。 

9
 《元史》158《许衡传》。 
10 
《辽史》卷 21《道宗本纪一》。 

11
 《辽史》卷 21《道宗本纪一》。参见马赫：《辽文化与“华夷同风”》，《民族研究》1987 年第 3 期。 

12
 《元史》卷 4《世祖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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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表明，忽必烈是以中华正统皇帝的身份发布即位诏书的。元初昭文馆大学士、司徒郝经

亦称：“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
1

在忽必烈看来，蒙古族、汉族、女真族、契丹族等王朝境内的所有民族的成员，都是“天下一家”

的子民。以统一王朝辽阔疆域为载体的中华民族，由于少数民族蒙古族的入主中原，事实上于元

朝已开始“自然长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博泉先生说：“只待元朝统一中国，则由各族共

同心理素质所组成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便产生了。”
2
在清代，清王朝地方最高政权的二元格局的

制度化及其所达到的水平，推动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取得新的突破，华夷一体的华夷观由此形成。

入关前，皇太极就提出了“满汉之人，均属一体”。
3
入关后，顺治皇帝进而提出“满汉官民，

俱为一家”4“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
5
。雍正皇帝抨击吕留良所宣扬“华夷之别”，

认为华、夷是指居住地域上的区分，“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为夷。然则‘夷’之字样，不

过方域之名”
6
。同时，雍正还以韩愈的理论为根据，认为有德者即可统治天下：“中国而夷狄

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雍正主张：“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

顺天之所与， 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
7
清王朝满族统治集团的“华夷一体”“天下一

家”理论，是其接受并运用中华主体民族的“政统”和“道统”来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之一。满

族统治集团对主体民族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中包括《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

成》的编撰，举不胜举。辽、金、元、清统治集团的“夷可变华”“华夷同风”“天下一家”“华

夷一体”的华夷理论，是出于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也是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自觉

或自发地认同。作为观念形态的华夷理论，辽、金、元、清王朝统治集团的华夷观，开始把本民

族及其他非主体民族纳入“中华”的范畴之内，说明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在内涵上已经发生了质的

变化，中华民族在实际上已经自发地形成了。 
 

五、华夷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的自觉发展 
 

在近代，中国境内的主体民族（汉族）和非主体民族（周边少数民族），共同自觉地认同属

于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是传统的华夷理论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之后，完成了质的飞跃。这

一飞跃，标志着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自在发展”，开始进入了“自觉发展”的阶段。 

中国境内各民族自觉地认同于一个民族，始于 20 世纪的初年，与中国当时的国情密切相连，

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觉醒的结果，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民族”作为一个外来词汇，最早于

19 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一文中，最早把

“中华”与“民族”两个词结合起来，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

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8
随后，

梁启超又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一文中，使用“中华民族”达 7 次以上，其含义

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9
此后，

杨度、章太炎也曾相继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也将其含义认定为汉族。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

文中所用“中华民族”，其含义也指汉族。“中华民族”含义的扩大，是伴随着外国列强妄图瓜

                                                        
1
 苏天爵：《元文类》卷 14，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第 177 页。 
2
 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434 页。 
3
 《清太宗实录》卷 1，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 
4
 《清世祖实录》卷 15，顺治二年四月辛巳。 
5 
《清世祖实录》卷 49，顺治五年八月壬子。 

6 
《清世宗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7 
《清世宗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8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29 页。 
9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饮冰室合集》第 8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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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灭亡中国和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觉醒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1913 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

市）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上，内蒙古西部 22 部 34 旗王公，一致通过了赞成五族共和、反对蒙

古独立的决议，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

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
1
 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以共同决议的形式，宣告自

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的一员，并且写入政治文件之中，这在中国尚属首次。当时的中华民国总

统袁世凯，也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

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
2
这里，袁世凯是以国家元首身份，在中华民族涵盖中国境

内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意义上，于国家的公文中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此后，“中华民族”

一词已不再专指汉族，而是泛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的总称和一体对外时的自称。 

随着中国全民抗战的爆发，《义勇军进行曲》不仅迅速地响彻了中华大地，而且被海外反法

西斯同盟的朋友（如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等人）广为传唱，世人尽晓。歌词向中华大地的各族

儿女发出的了呼唤，鼓舞着千百万中华民族儿女前仆后继地抗击日本侵略者，迎来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总称自觉

的、普遍的确认，也是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实现从“自发”到“自觉”认同

发展的质的飞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实际表明：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夷之别观念的产生，是对中华民族统一体双方的确认；

华夷理论的形成与汉民族的形成密切相连；唐王朝的华夷如一是开明民族政策的理论指导；华夷

同风、华夷一体观念的提出和实践，说明中华民族已自发地形成；华夷对中华民族认同，表明中

华民族已实现由“自在的发展”到“自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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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盟会议始末记》，转引自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349 页。 
2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一)，载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 8《函牍》，上海：上海广益书局，民国三

年(1914)，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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