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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历 时 性 的 分析

董强

斯 大林对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理 论 的 丰 富 和 发 展 、 对 于 民 族 纲 领 和 政策 的 制 定 与 执行 都 做 出 了

杰 出 的 贡 献 。 同 时 ， 斯 大林 在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理论 和 执 行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政 策 的过 程 中 也 存

在 严 重 的 失误 。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认 为 ，任 何 事 物 都 有 一 个 产 生 、发 展 和 消 亡 的 过 程 ，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理 论对 于 民 族 的认 识 和 考 察 也 应 始 终 遵循 这
一

历 时 性 规 律 和 方 法 论 。 斯 大林 指 出 民 族 的形 成 是

与
一

定 的 历 史 时期 分 不 开 的 ，把 民 族 问 题 分 成 三 个 时 期 的 论述 等 ， 体 现 了
一定 的 历 时性 。 但 是 ， 其

局 限 性 是 在 民 族定 义 、 民 族 类 型 的 全 面 认 识 上 ， 尤 其 是 在 处 理 民 族 问 题 、 正 确 认 识 民 族 融 合 等 方

面 ， 未 能完 全 符 合 与 践 行 民 族 的 历 时 性 和 阶 段 性 发 展 规 律 ， 从 而 出 现 了
一

些 理 论 上 的 偏 差 和 实 践

中 的 失 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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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 ，是民族工作者进行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基础 ，也是从事民

族理论科学研究者的必修功课 。 马 克思 主义 民族理论是马 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 从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思想 的奠基 ， 到列

宁和斯大林对 民族理论 的发展 ，再到 中 国 共产党历代中 央领导集体的 民族理论 ，都是对马 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 和发展 。

笔者以为 ，作为列 宁 的战友和接班人 ，斯大林对于 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 的丰 富和发展 、 对

于民族纲领和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作出 了杰 出 的贡献 。 同时 ，我 们也要承认 ，斯大林在发展马

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和执行马克思主义 民族政策 的过程 中 也存在严重 的失 误 。 因此 ， 对斯大林

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局限进行剖析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 。

２ ０ 世纪末期 ，关 于斯大林对于 马 克思 主义 民族理论所作 出 的贡献 以及局 限性 ， 国 内 已 有

学者从民族定 义 、 民族形成 、 民族思想 、
民族问题 、 民族观念等不 同方面进行 了研究 ， 特别是对

斯大林民族定义 的科学性 、历史地位和局 限性进行 了 大量研究 。 本文在结合以往学界研究成

果的基础 上 ，拟进一步 阐述斯大林关于民族理论 的论述和实践 ；但又 区别于 以往学界多从
“

共

时性
”

的视角研究 ，而重 点从
“

历 时性
”

的 角 度对斯大林 民族理 论的 贡献和 失 误进行 论述和

本文系教育部服务 国家特殊需求 博士人 才培养项 目
“

西南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
”

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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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

一

、斯大林民族概念的贡献和局限性

在马克思 主义 民族理论发展史上 ，斯大林 的 民族定义被认为是第一个科学 、完整的 民族定

义 。 这是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的丰富和发展所作 出 的积极贡献 。 但斯大林的 民族

概念并没有完全穷尽 民族特征 ，也不可能适合 于各种类型和不 同时期的 民族 。

（
＿

）斯大林民族概念的论述及贡献

斯大林在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 宁 研究的基础上 ， 完成 了马克思 主义 民族定义 。 １ ９ １ ３ 年 １

月 斯大林在 《 马克思主义和 民族问题 》
一文中第一次给民族下定义 ：

“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 ，

是由 人们组成 的确定 的共 同体 。

…… 民族不是种族的共 同体 ，也不是部落的共 同体 ，而是历史

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

… …

民族不是偶然 的 、昙花一现的混合物 ，而是由 人们组成的稳定的

共同体
”

；

？
“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共 同地域 、 共同经济生活 以及表现

在共 同文化上 的共 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

；还特别强调
“

必须着重指 出 ，把上述任何
一个

特征单独拿来作为 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 ，不仅如此 ， 这些特征 只要缺少一个 ， 民族就不成其

为 民族 。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
一个民族

”

。

？ 在此基础上指 出
“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 唯
一

的 民族特征 ，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 。 在把各种 民族拿来作 比较的时候 ， 显得 比较突 出 的有

时是这个特征 （民族性格 ） ，有时是那个特征 （语 言 ） ，有时又是 另
一个特征 （地域 、经济条件 ）

。

民族是 由 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 的
”

。

？ 尽管马 克思 和恩格斯 是马 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的创立

者和奠基者 ，他们也 曾对民族特征 、 特性等有过许多经典论述 ； 列宁 也继承和 发展 了 马 克思恩

格斯关于 民族 、 民族 问题的学说 ，但在马 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发展史上 ， 是斯大林第
一个提 出 完

整科学的 民族定义 。

在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发展史上 ， 学界对斯大林 的民族定义大都持认可 的态度 ， 充分肯定

了斯大林 民族定义的积极贡献 。 当然 ，从全面 、辩证 和发展 的观点来看 ，斯大林 的 民族定义还

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

对斯大林 民族定义 ，学者们在论述中从来就不吝赞美之词 。 比 如林耀华认 为斯大林的 民

族定义是
“

给民族下 了经典 的定义
”

。

④ 林耀华用经典一词来概括斯大林的 民 族定义 ， 可见对

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高度认可 。 熊锡元则从其学术价值和适用研究学科的视角 指 出该定义
“

具

有学术价值 ，并且也是适用于 民族学学科
”

。

？

斯大林的 民族定义 ， 既不是其臆想 出来 的 ，也不是空穴来风 ， 而是在继承马克思 、 恩格斯 民

族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 发展创新 ， 因此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依据 ，也有客观的 、有针

对性的现实基础 。 对此 ，金炳镐指 出 ：

“

斯大林的 民族定义既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依据 ，也

有客观的科学基础 ， 同时还有明显的针对性 。

”
？孙青则评价斯大林 民族定义

“

是对马克思恩格

①斯大林 ： 《 马克思主义 和民族 问 题 》 （
１ ９ １ ３ 年 ） ， 《 斯大林选集 ＞）上卷 ，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 ７ ９ 年版 ，第 ６ １ 页 。

② 斯大林 ： 《 马克思主义 和民族 问 题Ｋ １ ９ １
３ 年 ） ， 《 斯大林选集 》上卷 ， 第 ６ ４ 页 。

③ 斯 大林 ： 《 马克思主义和 民族 问题 》 （ １
９ １ ３ 年 ）

， 《 斯大林选集 》上卷 ， 第 ６ ７ 页 。

④ 林耀华 ： 《 关于
“

民族
”
一词 的使 用和译名 的问题 》 ， 《 历史研 究 ）＞ １％ ２ 年第 ２ 期 。

⑤ 熊锡元 ： 《 对斯大林民 族定义的 一点看法 ））
， 《民 族研究 ＞＞ １ ９ ８ ６ 年第 ４ 期 。

⑥ 金炳镐 ： 《 有关 民族定义的一些 问题 》 ， 《 民族研究 》 １
９ ８ ５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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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民 族概念理论的继承 ，

…… 所含有 的基本原理 ， 既可运用于资产 阶级 民族 ，也能适用于资本

主义以前所含有 的普遍原理
”

。

？ 徐杰舜指出
“

从宏观上看 ， 斯大林的 民族定义是具有学术性 、

科学性和普遍性的
”

。

？

由 上述学者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评价我们不难看 出 斯大林 民族定义在学界的影响 和地

位 ，尽管如此 ，斯大林 的民族定义并非是完美无瑕 、
十全十美 的 。 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时代的 变

迁 ， 我们应该用发展的 眼光和 全新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 ，并能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 ，才能不断

深化对它的认识 。 彭英明指出 ，所有一般的定义都 只有有条件的 、 相对 的意义 ， 永远也不能包

括现象的全部发展上的各方面 的联 系 。

？
丁 明 国强调 ，在研究斯大林 的民族定义时 ， 要注意到

资本主义 民族形成理论的特殊性和 普遍性 。

？ 李振锡指 出 ，要正确理解和 重新认识斯大林 的

民族定义 ，把它看成完美无缺的 民族定义是不对 的 。

？
因此 ，经过长期 的思考和探索 ， 在总结

中 国和 国外 民族理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 ， 中 国共产党在关于 民族 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论

述中 对斯大林 民族定义进行了 超越性的 阐述 ：

“

民族是在一定 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

们共 同体 。

一般来说 ， 民族在历史 渊源 、生产方式 、语言 、 文化 、风俗 习 惯以及心理认 同方面具

有共 同 的特征 。
有的 民族在形成和发展 的过程 中 ，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

。

？
中 国共产党对于民

族特征这种超越性的表述 ， 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 资 本主义 民族 （或称现代民

族 ） 的民族定义相比 ，视野更加宽阔 ， 内容丰 富 ， 涵盖面广 ，适用性大 ， 更加侧重于人类社会发展

中 从部落发展而来的 民族 ，

一定程度上可 以涵盖现今存在的绝大多数民族 。

（ 二 ）斯大林 民族概念的局 限性

斯大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民族 ，在继承前人优秀 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 丰富

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学说 ， 为马 克思主义 民族纲领奠定 了科学 的理论基础 。 斯大林

的 民族定义在 ２ ０ 世纪 ２ ０ 年代 翻译介绍到 中 国 ， 在 ３ ０ 年代延安党 的领导人讲话和党的刊物上

都有 引 述 ，新 中 国成立后一直沿用 。 但是尽管斯大林 的 民族概念是一个规范 的 、科学的 概念 ，

也不能完全套用过来并指导 中 国 的工作实际 。

一是斯大林民 族概念中 关于
“

表现于共 同 文化

上的共同心理素 质
”

这 一特征 的描述太过抽象和晦涩 ，对第二 国 际机会主义者的
“

民族 文化 自

治
”

批判不够彻底 。 二是斯大林的 民族概念并没有完全穷尽民族特征 ，也并不适合于各种类型

和不 同 时期的 民族 。 斯大林强调 ，把 民族 四个特征 中 的
“

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 民族的定

义都是不够 的 。 不仅如此 ，这些特征只要缺少
一个 ， 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

备时才算是
一个 民族

”

；

？“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 民族特征 ，而只有各种特征 的 总和
”

。

？ 然

而 ， 民族的存在形态具有历时性 、多样性 。 纵观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按照 自 然属性来划分 ，

也就是根据 民族特征的发育程度来衡量民族发展的成熟度来划分 ， 民族可 以 划 分为形 成 中 的

民族 （古代 民族 ）
、形成初期 的民族 （ 近代 民族 ） 和发展中 的 民族 （现代民族 ） 。 同样 ，按照 民族社

①孙青 ： 《 对斯大林民族定义 的再认识 》 、 《 民族研究 》 １ ９ ８ ６ 年第 ２ 期 。

② 徐杰舜 ： 《论族群与民 族 》 ， 《 民 族研 究 》 ２０ ０ ２ 年第 １ 期 。

③ 参见彭英明 ： 《关于我国 民 族概 念历史 的 初步考察
——兼谈对斯大林 民族 定义的 辩证理解 》 ， 《 民族研 究 》 １ ９ ８ ５ 年第

２ 期 ，

④ 参见丁明 国 ： 《关于运用斯大林 的 民族 定义 的 几个问 题 》 ， 《 中南 民族学院学报 ＞＞
１ ９ ８ ５ 年第 ４ 期 。

⑤ 参见李振锡 ： 《论斯大林民 族定 义 的重新 认识 和修改 》 ， 《 民 族研 究 Ｍ ９ ８ ６ 年第 ５ 期 。

⑥ 《 中 共中 央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 加快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决定 》 （ 中发 ［ ２ ０ ０ ５ ］ １ ０ 号 ） 。

⑦ 斯大林 ： 《 马 克思主义和民 族问 题 》 （ １ ９ １ ３ 年 ） ， 《斯 大林选集 》上卷 ， 第 ６ ４ 页 。

⑧ 斯大林 ： 《 马 克思 主义和 民族问 题 》 （ １ ９ １ ３ 年 ） ， 《斯 大林选集 》上卷 ． 第 ６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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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程度和社会性质来划 分 ， 也就是按照基 本历史类型 来划分 ， 民族可 以 划分为奴 隶制 民

族 、封建主 义 民族 、资本主义 民族和社会主义 民族 。 作为
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 ，作为马 克思 、恩格

斯和列 宁 民族理论 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斯大林 的 民族概念并没有从
“

历 时
”

和
“

共时
”

的 两个角

度去阐述 ，这就使得斯大林的 民族定义割裂 了 民族发展规律在
“

历时
”

上的 系统性和
“

共时
”

上

的整体性 ，并不适合于历史上不同 时期的所有 民族 。

二 、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

（
＿

）斯大林关 于民族形成理论的 论述及贡献

民族作为
一种人们共同体 ，与其他事物和现象一样 ，有其产生 、 发展和 消 亡的规律 。 在这

一点上 ，斯大林指 出 ：

“

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
一样 ，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 ，它有 自 己 的历史 ， 有

自 己 的始末 。

”０这无疑 是符合历史唯物 主 义关于发展范畴 的观点 的 。 其理论贡献在于 ：

一是

表明 了 民族的形成是与
一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 ；二是肯定 了 民族这种人们共 同体受 客观规

律支配 ，有始有末 。

关于民族 的形成 问题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 自 然辩证法 》 中早就提出 了 民族和 国家是从部

落发展而来的观点 ， 即
“

劳 动 本身经过
一

代 又
一

代变得更加不 同 、更加 完善和更加多方面 了 。

除打猎和畜牧外 ，又有 了农业 ，农业之后又有 了纺纱 、织布 、 冶金
、
制 陶 和航海 。 伴随着商业 和

手工业 ，最后 出 现了 艺术和科学 ；从部 落发 展成了 民族和 国家
”

。

？ 斯大林在 １ ９ １ ３ 年 《 马克思

主义与民族问题 〉〉

一文就强 调 ：

“

民族不是普通 的历史范畴 ， 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

的历史范畴 。 封建制度 消灭和资本主 义发展的过程 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 民族的 过程 。 例如西

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

；

＠在 １ ９ ２ １ 年 的 《论党在 民族问 题方 面 的 当前任务 》中再次论及 ， 即
“

现代

民族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 上升时代的产物 ， 封建主义 消 灭 和资本主义发展 的过程 同 时就是

人们形成为 民族的过程 。 英吉利人 、法 兰西人 、德意志人 、
意大利人都是在资本 主义 打破封建

割 据局面而胜利发展时形成民族的
”

。

？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发展范畴的观点 ， 民族这种人

们共 同体 ， 自然不能脱俗 ，必然也有其 自 身的 发展规律 。 民族不是从来就有 的 ，也不会一直存

在下去 ，这是毫无疑义 的 。 斯大林能从生产力 和社会生产方式 以及经济形态对民族进行划分 ，

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 的 ，但如果仅把资 本主义 上升时期形成 的 民族所具有的特征来作为衡量

民族形成与否 的唯一标准 ， 则 未免过于简单化 。 也就是说 ，不能以单调的标准抹杀世界 民族的

多姿多彩 。

但我们也并不能 因此否定 了斯大林对现代 民族国 家层面的 民族进行科学 阐释的积极意

义 。 郝时远就指 出 ，

“

斯大林民族定义是马克思主 义对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 民族进行系 统阐释

的 、具有科学意义的 论断
”

。

？ 华辛芝指 出 ，斯大林在十月 革命之前 ，在俄 国无产阶级革命斗 争

时期 ， 不论在对于俄国 民族问题 的认识 、剖析上 ， 还是对布尔什维克党 的民族 问题纲领 的领会

①斯大林 ： 《 马克思 主义和 民族问 题 》 （ １
９

１
３ 年 ） ． 《斯大林选集 》丄卷 ． 第 ６ ４ 页 。

② 恩格斯 ： 《 自 然辩证法 （节选 ） 》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９ 卷 ，人民 出 版社 ２ ００ ９ 年版 ．第 ５ ５ ７ 页 ，

③ 斯大林 ： 《 马克思主义 和民 族问题Ｋ １ ９ １ ３ 年 ）
， 《斯大林选集 》上卷 ， 第 ６ ９ 页 。

④ 斯 大林 《论党在 民族问题方面的 当前任务 ） ） （ １ ９ ２ １ 年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５ 卷 ，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 ５ ７ 年版 ，第 １ ４ 页 。

⑤ 郝时远 ： 《 重读斯大林 民族 （ Ｈ３ＵＨＨ ）定义—— 读书笔记之一 ： 斯大林 民族定 义 及其理论来源 》 ， 《 世界民 族 》 ２０ ０ ３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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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民族理论的 贡献 和局 限

阐发上 ，都有他的独特之处 。

？

（二 ）斯大林关于 民族形成理论的局 限性

民族作为 历史上形成的稳定 的人们共同体 ， 它不是从来就有的 ，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形成的 ，

“

从部落发展成 了 民族和 国家
”

。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分析 ，部落发展成为 民族和国

家应该是与原始社会解体和奴隶社会形成并行 的 。 在人类最初 的 氏族社会并没有 民族的差

别 ，但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和部落及部落联盟的发展 ， 以血缘关系 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逐渐被以

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新的人们共 同体 即 民族代替 了 。 是什么因 素推动 了 由 部落结合而成 民族这

一伟大的变革呢 ？ 马 克思 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 中这样讲 ：

“

比方在古代 ， 所有 民族原

是许多不同部落 由 于物质关系和利益 ， 例如 对他族之敌视等等而结成 的 ， 由 于生产力的 缺乏 。

每个人必然不是做奴隶 ，便是拥有奴隶 ， 等等 ， 因此 ， 属 于某一 民族 ， 乃 是人人
‘

最 自 然 的利

益
’

。

” ②
明确告诉我 们 民族是 由 部落发展而来 ，其决定 因 素是

“

物质关 系 和利益
”

。 恩格斯在

《 家庭 、 私有制和 国家起源 》 中进一步强调 ：

“

亲属部落 的联盟 ， 到处都成为必要 的了 ；
不久 ，各亲

属部落 的融合 ，从而分开 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
一个 民族 （Ｖ ｏ ｌｋ ） 的 整个领 土 ， 也成为必要 的

了 。

”
？部落联盟 只是 民族形成的第

一步 ，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 。 部落联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 ，

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是 由 部落联盟的两重性决定 的 ， 除 了 是一种 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

们共 同体之外 ，部落联盟还具有政治组织的功能 。 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 ，与一定的历史

发展阶段是分不开 的 。 民族 自形成以 来 ，其本质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 ，并随着社会制

度 的变化而变化 。 因 此 ， 在人类历史上 出现过不 同类型 的 民族 ， 而非 只有资本主义 民族和社会

主义 民族两种类型 。
斯大林指 出 ：

“

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 并不就是所有民族 的消 灭 ， 而仅仅是

资产阶级民族 的消灭 ， 在 旧式 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 的废墟上 ，新式 民族即社会主义 民族产生和

发展起来 。

”？在 当时 的情势下 ， 对资本主 义 民族和社会主义 民族特征作一对 比是无可厚非的 ，

但仅仅从当时所处的时代进行
“

共时
”

性研究 ，进而忽 略了
“

历时
”

性研究 ， 把民族过程的历史割

裂开来 ，这不仅不能解 释资本 主义 以前的 民族状况 ， 也不符合近代殖民地 国家的情况 。

三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的贡献及局限性

斯大林关于 民族问题理论的论述对于 马克思 主义 民族理论发展做 出 的贡献在于 ， 既从历

史观的视角强调 了 民族 问题的解决与历史条件 的联系 这个大前提 ， 又指 出各民族需依据 自 身

所处的条件来选择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 。 但在 民族问题上 忽视了大 国沙文主 义的危害性和顽

固性 ， 并片面夸大 了 民族问题成果的绝对化 ，仅仅只是把一个或两个历史阶段的 民族问题的任

务当作整个的 民族问题 ， 必然不能从
“

历时
”

性正确认识并科学对待民族问题的范畴问题 、 时代

性问题 ，看不到 民族问题内 容与形式的复杂性和解决 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

（

―

） 斯大林关于 民族 问 题的论述 与理论贡献

无论是在十 月 革命前 ， 还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 争时 期 ， 乃至 十月 革命后 ，斯大林对民

①参见华辛芝 ： 《斯 大林民 族理论评 析 》 ． 《世界 民 族 》 １ ９ ９６ 年第 ４ 期 。

② 马 克思 、恩格斯 ： 《 马 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 ， 人 民出 版社 １ ９ ５ ５ 年版 ， 第 ７ 页 ．

③ 恩格斯 ： 《 家庭 、 私有 制和 国 家的起源 》 ， 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 ９９ 年版 ， 第 １ ７０ 页 。

④ 斯大林 ： 《 民 族问 题和列 宁主义 》 （
１ ９ ２ ９ 年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１ １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 ５ ５ 年版 ，第 ２ ９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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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问题的理解和剖析 ，都不仅仅是对列宁相关论述的盲从或简单解释 ，都有其独到之处 。 在 当

时俄国革命运动形势下 ，作为一个非俄罗斯籍 的革命家 ，斯大林 １ ９ ０ １ 年发表的关于 民族问 题

的处女作 《俄国社会 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 》 ，是斯大林的第一篇理论著作 。 也正是在这篇文

章中斯大林首次涉及 了俄 国 民族问题 。
１ ９ １３ 年发表的《 马克思主义与 民族问题 》

一文 ， 是斯大

林 １ ９ １ ２ 年底 到 １ ９ １ ３ 年初在奥地利 的维也纳 所写 。 华辛芝引用 列宁 的赞誉来评价这篇文章的

地位 ，

“

列 宁 曾经称赞它是 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 中 阐述俄国党 的 民族纲领原则 的首屈一指

的 文章
”

。

？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论述的贡献在于 ：

一是斯大林关于民族 问题的 内容和实质的论述 。
斯大林认为 ，

“

民族问题不能认为 是什么

独立存在的 ，

一成不 变的问题 。 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 问题的一部分 ， 它完全是 由 社会

环境的条件 、 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总 的来说是 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 的
”

，

？ “

民族 问题和

殖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的
”

，

③ “

民族问题是无产 阶级革命 总 问题的一部分 ，

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

，

？“

民族问题并不是始终有着 同样的性质 ， 民族运 动 的性质 和

任务是依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变更的 。

”？

二是斯大林关于 民族问题与革命总 问题的论述 。 民族 问题是社会总 问题 的一部分 ，这是

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

“

民 族问题与 革命总问题有密切关系 的理论 ， 源 出 于 民

族 问题与阶级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的原理
”

。

？ 斯大林在列 宁 主义 民族原理 的基础 上进 一步论

证 了 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 。 他主要是从民族问题的解决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是分

不开来展开论述 。 他指 出 ：

“

帝国主义战争表 明 ， 近几年来 的革命实践也再次证实
——

（

一

） 民

族 问题和殖 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 的 ；
（ 二 ） 帝国主义 （ 资本主义 的最高形式 ）

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没有充分权利 的民族和殖 民地就不能生存 ；
（三 ）没有充分权利的 民

族 和殖民地不推翻资本政权就不能获得解放 ； （ 四 ） 没有充分权利 的 民族和殖 民地不摆脱帝 国

主义 的压迫 ，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能 巩固 。

… …

只有在无产 阶级善于把 自 己 的革命斗 争 同没

有充分权利 的民族和殖 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反对帝国 主 义者政权和争取无产阶

级专政 的情况下 ，世界无产 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认为有保证 。

” ？
通过这段论述 ， 我们可 以得 出

这样的结论 ：没有充分权利 的 民族和殖 民地 ，要想解决民族问题 ，摆脱帝 国主义 的殖民统治 ，
必

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 系起来 ； 只有没有充分权利 的 民族和殖 民地劳动群众 的解放运 动 与

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 ，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 除此之外 ， 别无 良方 。 同样地 ，无产阶级革命

斗 争也只有和没有 充分权利 的 民族和殖民地紧密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并得以巩 固 。

三是斯大林关于解决 民族问题的途径和 方式 的论述 。 民族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复 杂性 ，

要求任何政党和 国 家都要高度重视 ，妥善应对 。 斯大林指 出 ：

“

民族问题只有和 发展着的 历史

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

只有把后进 的 民族纳人高度文化 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

①华辛芝 ： 《斯大林 民族理论评析 》 ， 《世界民 族 》
１ ９ ９ ６ 年第 ４ 期 。

② 斯大林 ： 《十 月 革命和民族 问题 》
（

１ ９ １ ８ 年 ） ， 《斯大林选集 》上卷 ， 第 １ １ ８ 页 。

③ 斯大林 ： 《论民族问 题的提法 》 （ １ ９ ２ １ 年 ５ 月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５ 卷 ，第 ４ ５ 页 。

④ 斯大林 ： 《论列宁主 义基础 Ｋ１ ９ ２ ４ 年 ）
， 《 斯大林选集 》上卷 ， 第 ２ ３ ９ 页 。

⑤ 斯大林 ： 《 民族问 题和列宁主义 》 （ １ ９ ２ ９ 年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１

１ 卷 ，第 ３ ０ ０ 页 ．

⑥ 何润 ： 《 马克思主义 民 族理论经典导读 》 ， 中 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１ ９９ ８ 年版 ， 第 ２ ３ ２ 页 。

⑦ 斯大林 ： 《论 民族问 题的提法Ｋ １ ９ ２ １ 年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５ 卷 ， 第 ４ ５ ４ ６ 页 。

⑧ 斯大林 ： 《 马 克思主义和 民族问 题 》 （
１ ９ １ ３ 年 ）

， 《斯大林选集 》上卷 ，第 ７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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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民 族理论的 贡献和局限

索的 民族问题 。 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 主党所能采纳 的进步 的解决方法
”

民族问

题的解决应当是切合实际 的 ， 同样应当是根本 的和彻底 的
”

。

？
国家政权是最直接和最有力的

社会组织 ， 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 的性质成为民族问题的重要根源 ， 民族 问题 的彻底解决只有依

靠无产 阶级专政的 制度才能完成 。 因此 ， 斯大林指 出 ：

“

很明显 ， 唯一能够解决 民族问 题的制

度 ，

……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
”

；

？
“

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联合过程和 这种联合 的帝国 主义方式

之间的不可调 和的矛盾决定资产阶级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 、也没有力量找 到解决 民族问题的正

确途径
”

；

？

“

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 中找到 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 ，发现了根据民族权利

平等和 自 愿的原则组织稳 固 的 多民族国家的道路
”

。

？

民族问题固有的客观性和特性 ，要求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并寻求解决 的破解 良方 。 社会

主义 国家能否解决民族问题 ，这取决于对民族问题 的认识的正确性 ，取决于解决 民族问题的方

式和途径的可行性 ，取决于对本国 民族实际认识的科学性 。 因此 ，斯大林指 出 ：

“

民族问题只有

和发展着 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 某个 民族所处的经济 、
政治 和 文化的 条件便

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 自 己 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种问题

的唯一关键 。 同时 ，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 的方法 。 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

证地提出 问题 ，那正是在这个地方 ， 正是在 民族问题上 。

”
？在这里 ， 斯大林一是从历史观的视

角强调 了 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历史条件的联系这个大前提 ，二是指 出各 民族需依据 自 身所处的

条件来选择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 。 这无疑是非常正确 的 。

（二 ）斯大林关于 民族 问题理论与 实践 的局 限性

斯大林提 出 了 民族问题发展三个时期 的理论 ， 阐述了不 同历史时期 民族问题 的 内容和实

质 ：

“

这样的 时期有三个 。 第一个时期是西方封建主 义消灭 和资本主义胜利 的时期 。

… … 民族

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 的斗 争方式发展的第二个 时期 ， 是西方帝 国主 义 出 现的 时期 。

……第三

个时期是苏维埃时期 ，是资本主义消灭和 民族压迫 消除的 时期 … …
”

。

？ 斯大林还 阐发了 民族

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等 。
前文 已经论及这些理论对 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 的丰富 和发展

。
从

总体上分析 ，斯大林对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做出 了很大的 贡献 ，但列 宁逝世后他

在苏联在民族问题实践上的失误 ， 与其 自 身在民族问题上认识的局 限性有着极大关联 。

第
一

，片面夸大 了解决民族问题成果的绝对化 ， 否认 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 。 斯大林关于 民

族问题的相关论述 ， 揭示 了 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
一部分 ， 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通

过没有充分权利 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 动与无产阶级革命 紧密联系 才能实现 ，他

指 出 ：

“

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 问题 的一部分 ， 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的
一部分

”


；

？还指 出

“

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 问题的
一部分 ，在革命的各个不 同阶段上 民族问题具有 和该历史 时期

的革命性质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任务
”

。

？
正如他指 出 的 ，

“

无产 阶级在苏维埃制度 中找 到 了

①斯大林 ： 《 马 克思 主义和民 族问题 》
（
１ ９ １ ３ 年 ）

， 《斯大林选 集 》上卷 ， 第 １
０ ６ 页 。

② 斯大林 ： 《 反对联邦制 》 （ １ ９ １ ７ 年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３ 卷 ． 人 民出 版社 １ ９ ５ ５ 年版 ， 第 ２ ７ 页 。

③ 斯大林 ： 《 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 》 （ １ ９ ２ １ 年 ３ 月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５ 卷 ．第 ３０ 贞 。

④ 斯大林 ：
《 党和 国家建设中 的 民族 问题 》 （

１ ９ ２ ３ 年 ）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５ 卷 ．第 １ ５ ０ 页 ，

⑤ 斯大林 ： （＜
党和 国家建设中 的 民族 问题 Ｋ １

９ ２ ３ 年 ）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５ 卷 ，第 １ ５ ３ 页 。

⑥ 斯大林 ： 《 马克思 主义和民 族问题 》 （ １
９ １ ３ 年 ）

， 《斯大林选 集 》上卷 ， 第 ７ ７ 页 。

⑦ 斯大林 ： 《 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 》 （ １ ９ ２ １ 年 ） ， 《 斯大林 全集 》第 ５ 卷 ，第 ２ ７

—

２ ８ 页 。

⑧ 斯大林 ： 《论 列宁 主义基础 》 （
１ ９２ ４ 年 ） ， 《斯大林选集 》上卷 ，第 ２ ３ ９ 页 。

⑨ 斯大林 ： 《 民 族问题与列宁主 义 Ｋ １ ９ ２ ９ 年 ）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１ １ 卷 ．第 ３ ０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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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 …但是找 到正 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 ，还不能说是完全地彻底地

解决了 民族问题 ，还不能说这
一解决已 经完全具体而实际地实现 了

”

，

？
强 调 即便是找到 了 解

决民族问题的钥匙 ，也并不意味着就等于 已 经解决 了 民族问题 ，这无疑是正确 的 。 但斯大林在

民族问题的 内容和实质上并没有做出 高度概括 ， 只是局 限于 民族 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时

期的任务 ， 只是从历史上所经过 的 民族问题的 三个时期进行论述 ，并没有完全遵循 民族发展 的

全过程来分析 。 实际上仅仅只是把一个或两个历史 阶段的 民族问 题的任务 当作整个 的 民族

问题 。

斯大林关于 民族问题的解决更多地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 的论述 。 诸

如
“

很明显 ， 唯
一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 制度 ，是无产 阶级专政 的制 度

”

，

？“

资 产阶级没有 能 力 、

没有办法 、也没有力 量找 到解决 民族 问题的正确途径
”

。

？ 而在实践 中 ，斯大林片 面夸大解决

民族问题的成果 ， 想 当然地认为 当 时苏联的 民族问 题 已然解决 ， 否认 民族 问题的存在和长期

性 ， 导致漠视非俄罗 斯民族的利益 、忽 视各共和 国和 自 治区 的发展实际 ， 进而 引 发更大 的 民族

问题 ，酿成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成为之后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 因素之
一

。 具体来讲 ，就是在取

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附属 国 和殖 民地摆脱帝 国主义 的压迫和统治 ， 取得了 民族独立 ，建立 了

各民族劳动群众兄弟般的关 系后 ， 即认为 民族 问题已 经解决 。 但这仅仅是具备 了真正彻底解

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 民族 问题属 于社会范畴 ，且不是 一成不变的 。 再者 ，根据民族和 民

族问题 的发 展规律 ， 在阶级 、 国 家和 民族消 亡之前 ， 只要存在不同 的 民族 ， 就必然存在 民族 问

题 ， 只是在不 同 的历史时期 ， 在不 同性质的政权组织下 ，其表现形式和实质不一样罢 了 。 无产

阶级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 ， 只是完成 了解决民族问题 的 阶段性任务 ，帝 国主义殖

民时期遗留 下来的诸多 障碍还有待于清除 ，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发展差距还有待于进一步缩小 ，

后进 民族还 有待于帮 助 以便享受先进成果 。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并科学对待 民族问题的范畴问

题 、时代性问题 ， 看不 到 民族 问题内 容 和形式的复杂性 和解决 民族 问题的长期性 ， 陷人绝对化

盲 目 夸大的泥淖就是在所难免的 。

第二 ，在 民族问题上 ，忽视了大 国沙文主义 的危害性和顽固性 。 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

性的 民族主 义 ，泛指极端民族主 义和好战的情绪 ，是把本民族利 益看得高于
一

切 ， 主张征服 和

奴役其他民族 ； 在苏联主要是指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 大俄罗斯沙文 主义在苏联有着 根深蒂 固

的影响 ，不仅表现在俄罗斯人身上 ，还存在与
“

俄罗斯化了 的异族人
”

身上 。 列 宁对此是深恶痛

绝的 ，列 宁 曾 指 出 ：

“
一切沙文主 义和 民族主义 ， 不论是政府对芬兰 、 波兰 、乌克兰 、犹太和一切

非大俄罗斯民族进行镇压和摧残的粗暴野蛮 的 民族主义 ， 还是 自 由 派和 立宪 民主党人用来替

俄 国 的大 国使命和俄 国 同其他大国达成 的掠夺他国土地的协议辩解的精心伪装 的民族主义 ，

都要受到社会民主党党 团无情的反对 。

”
＠特别 是斯大林提出 的建国方案 ，是各 民族共 和 国

“

加

入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 国 ， 而不是 同俄罗 斯一样以平等的
一员 加人苏 维埃联盟 ，

这实质上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的一种表现 。 正是 因为 列 宁 的反对和坚持 ，斯大林不得不放弃

自 己 的错误 ，建立 了各盟员 共和 国都是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 然而 ，斯大林并没

①斯大林 ： 《党和国 家建设 中 的 民族问 题 》 （ １
９２ ３ 年 ）

， 《斯大林 全集 》第 ５ 卷 ， 第 １ ５ ３ 页 。

② 斯大林 ： 《俄共 （ 布 ） 第十次代表大会 》 （ １ ９２ １ 年 ）
， 《斯大林 全集 》第 ５ 卷 ， 第 ３０ 页 。

③ 斯大林 ： 《党和国 家建设 中 的 民族问题Ｋ １ ９２ ３ 年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５ 卷 ，第 １ ５ ０ 页 。

④ 列宁 ： 《 关 于杜 马 中 的 工人 代 表和他 们 的宣 言 问 题 》 （ １９ １２ 年 ） ， 《列 宁 全集 》第 ２ ３ 卷 ， 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 ９ ０ 年版 ，

第 ２ ］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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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民 族理论的贡献 和局限

有从深层次接受列宁 的批评 ，斯大林在 １ ９２ ３ 年以批判 布 哈林为首 的
一

些人
“

过分强调了 民族

问题 的意义 ，夸大了 民族问题… …忽视社会问题 ， 即工人阶级 的政权问 题
”

，认为
“

有人对我们

说 ，不能委 屈少数民族 。 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 同意这一点 ，不应 当委屈少数民族 。 但是如果因

此而创造 出
一种新的理论 ，说必须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对过去 被压迫 民族的关系上处 于不

平等的地位 ，

——那就是胡说八道 了
”

。

①
由 此可 以看 出 ，斯大林不顾列 宁 提出 的要区 别压迫

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 民族的 民族主义 ， 以及要 以对待 自 己 的不平等来抵偿被压迫 民族的

人们生活上实际形成 的不平等的重要观点 ，并以 这样会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地

位来辩解 。 这就充分证明斯大林在思想和理论上对大 国沙文主 义的危害性和顽固性没有正确

认识 ， 导致在 以后 民族问题实践上的失误 。

四 、斯大林关于 民族同化 、融合和消亡理论及

实践的贡献和局 限性

斯大林 以 列宁关于 民族融合的论述作为思想理论依据 ， 以语言 的 发展变化为主线勾 勒 了
“

各 民族在将来融合道路上发展 的图画
”

。

？ 应 当 说 ，从
“

历时
”

性来看 ，斯大林对于 民族融合图

画的勾勒是对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发展的发展和创新 。 但在苏联 民族问 题的实践上 ，脱离民

族问题发展实际 ，急功近利地人为进行消除民族差别 ，是极为有害的 。

（

―

）斯大林关于 民族 同化 、
融合和 消亡 的论述及理论贡献

首先 ，斯大林关 于民族同化理论的论述及贡献 。

“

同化问题 ， 即 失去 民族特点 ， 变成另一个

民族的问题
”

。

③ 民族同化现象是存在于 民族整个发展过程 的现象 ， 只不过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

性质不同而 已 。 民族同化根据原因 、手段和性质 的不 同 ， 分为 自 然 同化和强迫 同化两种类 型 。

民族 自 然同化是一个长期的 自 愿选择的过程 。 斯大林指 出 ，

“
一

些 民族的 同化过程并不排斥许

多有生气的和正在发展的 民族的强盛和发展这一相反 的过程 ，而是 以这一过程为前提 ， 因为个

别 民族的局部同化过程是各民族一般发展过程 的结果
”

。

？ 这就揭 示 了 在 民族发展过程中 ，

一

定范 围 和程度上 自 然 同化发生的必然现象 ，是有利 于 民族交往 和 接近 的历史发展 中 的进 步现

象
。 斯大林认为 ，

“

企图从上面 以强制无产阶级乌克兰化 的办法来代替这个 自 发 的过程 ，这就

等于实行
一种空想而有害的政策 ，这种政策会在乌克兰境内 非 乌 克兰的 无产阶级阶层 中 引起

反乌克兰的 沙文主义
”

。

⑤ 斯大林从强制乌克兰化的过程 ，得 出 强迫 同 化是一种反动 同化政策

的结论 ，这无疑是符合马 克思主义关于 民族同化基本观点 的 。

其次 ，斯大林关于 民族融合和消 亡理论的论述和 贡献 。 马克思 和恩格斯揭示 了 民族产生 、

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但他们并没有具体和 系统地明确论述 民族融合 ， 只是揭示 了 民族融合的思

想 。 列 宁在多处讲到 了
“

民族融合
”

。 诸如
“

马克思主 义提 出 以 国际主义代替一切 民族主 义 ，这

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
一

而达到融合 ， 我们 亲 眼看到 ， 在修筑每
一俄里铁路 ， 建立每一个 国际

①斯大林 ：
《俄共 （ 布 ）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 （

１
９ ２ ３ 年 ）

， 《斯 大林全集 》第 ５ 卷 ．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 ５ ７ 年版 ，第 ２ １ ４ 页 ^

② 斯大林 ： 《 民族问 题和列宁主 义 》 （
１ ９ ２ ９ 年 ）

， 《 斯大林 全集 》第 １
１ 卷 ， 第 ３ ０ ０ 页 ？

③ 列宁 ： 《关于 民族问 题的批评意 见Ｋ １ ９ １
３ 年 １

０
—

１ ２ 月 ）
， 《列 宁全集 》第 ２ ４ 卷 ，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 ９ ０ 年版 ， 第 １２ ８ 页 。

④ 斯大林 ： 《论东方民 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 （ １ ９ ２ ５ 年 ）
？ 《斯大林全集 》第 ７ 卷 ， 人 民出 版社 １

９ ５ ８ 年版 ， 第 １ １ ８ 页 。

⑤ 斯大林 ： 《致卡 冈 诺维奇同志 和乌克兰共产党 （ 布 ） 中 央政治局其他委员 Ｋ１
９ ２ ６ 年 ）

， 《斯 大林 全集 》第 ８ 卷 ， 人民 出 版

社 １ ９ ５ ４ 年版 ， 第 １ ３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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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拉斯 ，建立每一个工人协会 （首先是经济活动方面 的 ，其次是思想方面 、意 向 方面 的 国际性协

会 ） 的同时 ，正是这种融合的加强
”

。

① “

社会 主义 的 目 的不只是要消 灭人类分为许多小 国 的现

象 ， 消灭一切 民族隔绝状态 ，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 ， 而且要使各 民族融合
”

。

② “

正如 人类 只

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 灭
一样 ，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 民族

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 ， 即他们有分离 自 由 的过渡时期 ，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

。

？列 宁 的

这些论述 ，从打破民族壁垒 、 各 民族 日 益接近 、 民族差别 消 除 等表述 内 容来看都体现民族融合

的思想 。 但有些关于
“

民族融合
”

的表述并不含此意 ， 而 明显强调 的是团结之意 ，诸如
“

各 民族

工人融合起来
”

等 。 列宁 的论述虽没有提到 民族融合的基础是随着生产 力 的发展
“

公有制
”

取

代
“

私有制
”

，但他明确讲了
“

社会主义 的 目 的不 只是要 消灭人类分为 许多小 国 的 现象 ， 消灭
一

切民族隔绝状态 ， 不 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 ，而且要使各 民族融合
”

。

？
斯大林 以列 宁 的这些论述

作 为思想理论依据 ， 以语言 的发展变化为主线勾勒 了
“

各民族在将来融合道路上发展的图 画
”

，

勾勒 出 了
“

民族融合三阶段的大致图 画
”

。 应当说 ，斯大林对于 民族融合图 画 的勾勒是对马 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 的贡献 。

（二 ）斯大林民族 同化 、融合和消亡理论及实践的局 限性

马克思 、 恩格斯讲到 了社会发展到
一定阶段各 民族必将融合在一起 。 诸如

“

随着资产阶级

的发展 ， 随着贸易 自 由 的实现和 世界市场的建立 ， 随着工业生产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

趋于一致 ，各国人民之间 的民族分隔和对立 日 益消失
”

，

⑤“

民族的片 面性和局 限性 日 益成为 不

可能 ， 于是 由 许多种 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 了
一种世界的 文学

”

，

⑥ “
… … 这个博览会令人信

服地证明 了集 中起来 的力量 的意义 ，现代大工业 以这种集 中 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 ，逐渐

消除生产 、社会关系 、每个民族的 民族性方面 的地方性特点
”

。

？ 马 克思 、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 ，

虽然从字面上看不到 民族融合的字样 ，却通过对各 民族民族特点怎 样消失 的描述 ， 揭示 了 民族

融合的思想 。 列 宁多次讲到
“

民族融合
”

和
“

各 民族工人融合起来
”

，斯大林恰恰是在列 宁相关

论述的基础上 ， 以语言 的发展变化为主线勾 勒了民 族融合的 大致图 画 。 这幅 图 画 的线条很 明

朗 ，那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第
一阶段的 以前被压迫 民族语言 的发展和繁荣 ， 到无产阶级革命第

二阶段的 民族语言和 民族间共同语言 的并行存在 ，再到 无产 阶级专政最后
一阶段 的民 族语言

消失并让位于 民族共同语言 。 虽然斯大林只是 以语言 的发展变化来描绘 民族融合的 图景 ，但

这个理论确实指 出 了 民族发展的未来道路 。

然而 ，苏联在 民族问题实践活动上并没有依照斯大林的上述论述进行 ， 在还未实现全世界

无产阶级专政之时 ，就急于 消除 民族语言的差别 ， 人为地进行
“

民族接近
”

和 融合工作 ， 这种脱

离民族问题发展实际 ， 急功近利地 、
人为进行消 除民族差别 ，搞人为 民族融合 的理论是有其深

层原 因 的 ，抛除斯大林 的专断和个人崇拜之外 ，更深层次的原 因在于过早地宣布苏联 已经完成

了社会主义建设 ，并开始 向共产主义过渡 。 这正是导致苏联民族和社会政治矛盾激化 的
一个

重要原因 。

① 列宁 ： 《关 于 民族问 题的批评意见 》 （
１ ９ １ ３ 年 １０

—

１ ２ 月 ）
， 《列 宁全集 》第 ２ ４ 卷 ， 第 １

３６ 

—

１ ３ ７ 页 。

② ③ ？ 列宁 ： 《社会主义革命 和民族 自 决权 》 （
１ ９ １ ６ 年 １

＿

２ 月 ）
， 《 列宁全集 》第 ２ ７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０ 年版 ，第 ２ ５８ 贞 。

⑤ 马 克思 、 恩格斯 ： 《共产党宣 言 》 （ １ ９ ４ ８ 年 ） ，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２ 卷 ，人 民出 版社 ２ ０ ０ ９ 年版 ， 第 ５０ 页 。

⑥ 马克思 、 恩格斯 ： 《共产党宣言Ｋ １ ９ ４ ８ 年 ）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２ 卷 ，第 ３ ５ 页 。

⑦ 马克思 、恩格斯 ： 《时评 ：
１ ８ ５０ 年 ５

＿

１
０ 月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０ 卷 ， 人民 出 版社 １９ ９ ８ 年版 ， 第 ５ ８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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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 民族理论 的 贡献和局 限

五 、结 语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理论进行奠基的基础上 ，再经 由列宁对马 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的

发展 ，斯大林作为列 宁 的战友和接班人 ，对于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 的丰 富和发展 、对于民族纲

领和政策 的制定并执行都做出 了杰出 的 贡献 。 本文对斯 大林的 民族理论来进行
“

历时
”

性分

析 ，弥补了 以往更多侧重于
“

共时
”

性研究的不足 ， 以期对斯大林民族理论 的贡献和局限性进行

更加科学和全面 的论述 。

首先 ，作为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
“

历时
”

性来看 ，斯大林民族理论

认为 ， 民族的形成是与
一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 的 ，并肯定 了 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受客观规律支

配 ，有始有末 。 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的 。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 ，斯大林的民

族定义是第一个科学完整 的 民族定义 ，这是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 的丰富和发展所

做出 的 积极贡献 。 但斯大林的 民族概念并没有完全穷尽民族特征 ，从
“

历时
”

研究来讲 ，也并不

适合于不 同时期 的民族 ， 而是仅限于资本主义 民族产生 以来的论述 ， 忽 略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

以前的 民族研究 ，这就从割裂了 民族过程在
“

历时
”

方面的系统性 。

其次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发展做出 的贡献在于 ，不仅对

民族问题的内 容和实质 ， 以及 民族 问题是社会总 问题的一部分等原理进行了科学论述 ， 还对解

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和方式进行了论述 。 从
“

历时
”

性分析 ，既从历史观的视角强调 了 民族 问题

的解决与历史条件的联系这个大前提 ， 又指 出各 民族需依据 自 身所处 的条件来选择解决 民族

问题的方式 。 但斯大林把
一个或两个历史阶段的 民族问题的任务 当作整个 的 民族问题 ， 就必

然不能从
“

历时
”

性正确认识并科学对待 民族 问题的范畴问题 、时代性问题 ，看不到 民族问题内

容和形式的复杂性及解决 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

再次 ，斯大林以 列 宁关于民族融合的论述作为思想理论依据 ， 以语言的发展变化为主线勾

勒了
“

各 民族在将来融合道路上发展的图 画
”

， 勾勒 出 了
“

民族融合三阶段的大致图 画
”

。 应当

说 ，从
“

历时
”

性来看 ，斯大林对于民族融合图画 的勾勒是对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发展和

创新 。 但在苏联民族问题 的实践上脱离实际 ， 急于推进 民族融合 ， 消除 民族差别 ，是极为有害

的 ， 这对于当前世界 民族问题的解决具有深刻 的借鉴意义 。

〔责任编 辑 马 俊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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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ｓ ｏｃ ｉａ ｌ ｉ ｓｍｗ ｉ ｔｈ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ｃｈ ａｒａ ｃ ｔｅ ｒ ｉ ｓｔ ｉ ｃｓｉ ｎｔ ｈｅｎｅｗｅ ｒａ ．

Ｋｅ
ｙｗ

ｏｒｄｓ ：Ｘ ｉＪｉｎｐ
ｉ ｎｇ ；ｅｔｈｎｉ ｃｗｏ ｒｋ

；ｔ ｈｏｕ ｇｈ ｔｓｙ ｓ ｔ ｅｍ
；ｓ ｔａｎｄ ｉ ｎｇｐｏ

ｉｎｔ
；ｍｅ ｔｈ ｏｄ

；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Ｃｏｎ ｔｒ ｉｂｕｔ ｉｏｎ ｓａｎｄＬｉｍｉ ｔｓｏｆＳｔａ ｌ ｉｎ ｇ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Ａ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ＤｏｎｇＱ ｉａｎｇ （ ２ ３ ）

Ａ 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Ｓ ｔａ ｌ ｉ ｎｈ ａ ｓ

ｐｒｏｍ ｉｎ ｅｎｔ ｌｙｃｏｎ ｔ ｒ ｉｂｕ ｔ ｅｄ ｔｏｔ ｈ ｅｅ ｎｒ ｉｃ ｈｍ ｅｎ ｔａｎｄｔｈ ｅｄｅｖ ｅ ｌｏ ｐｍ ｅｎ ｔ

ｏｆＭａ ｒｘ ｉｓ ｔ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ｔ 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ｔ ｈ ｅｅ ｓ ｔ ａｂｌ ｉｓｈｍｅｎ ｔａｎ ｄｔ ｈｅ
ｐｒａ ｃ ｔｉ ｃ ｅｏｆｎ 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ｌ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 ｅａｎｄ

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Ｍ ｅａｎｗｈｉ

ｌ ｅ ，ｉ ｎ ｔｈ ｅｐ ｒｏｃｅ ｓ ｓｏ ｆｄｅ ｖｅ ｌｏｐ
ｉｎｇＭａ ｒ ｘｉ ｓ ｔｎ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ｔｈ ｅｏ ｒｙａｎｄｐｒ ａｃ ｔ ｉｃ ｉｎｇ

１ ２ ３



Ｅ ｔｈｎｏ－Ｎａ ｔ ｉｏ ｎ ａ ｌＳ ｔｕｄ ｉｅ ｓ
，Ｎ ｏ． ６ ，２ ０ １ ７

Ｍ ａｒ ｘｉ ｓ ｔｎ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Ｓｔ ａ ｌ

ｉ ｎａ ｌ ｓｏｍａｄｅｓｅ ｒ ｉｏ ｕｓｍ ｉ ｓ ｔ ａｋｅｓ ．Ｈ ｉｓ ｔｏ ｒ ｉ ｃａ ｌｍａ ｔ ｅ ｒ ｉａ ｌ
ｉ ｓｍｓｕ ｇｇ ｅｓ ｔ ｓ

ｔ ｈａ ｔｅｖｅ ｒｙｔ ｈ ｉｎｇｈａ ｓａｐｒ ｏｇｒ ｅｓ ｓｏ ｆｐｒ ｏｄｕｃｔ ｉ ｏｎ ，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ｎｄｄ ｅｃ ｌ ｉ ｎｅ

．Ｍａ ｒｘ ｉｓ ｔｎ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ｔ ｈｅｏｒ ｙ
＾

ｓｕｎｄｅ ｒ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ｖｅ ｓ ｔ ｉｇ ａｔ ｉｏｎｔ ｏｎ ａｔ ｉｏ ｎａ ｌ ｉ ｔｙｓ ｈｏ ｕ ｌｄａ ｌ ｓｏｆｏ ｌ ｌｏｗｔｈ ｉｓｈｉ ｓ ｔｏ ｒ ｉ ｃａ ｌｒｕ ｌ ｅ

ａｎｄｔｈ ｅｍ ｅｔ ｈｏ ｄｏ ｌｏｇ ｙ ．Ｓｔ ａ ｌ
ｉｎ

ｐｏ
ｉｎ ｔ ｅｄｏ ｕｔｔ ｈａ ｔｔｈ ｅｆｏｒｍ 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ｉ ｔｙｃａｎｎ ｏ ｔｂｅｓｅｐａ ｒａ ｔｅ ｄ

ｆｒｏｍ ａｃ ｅｒｔ ａ ｉｎｈ ｉ ｓｔ ｏ ｒ ｉ ｃａ ｌｐｅ ｒ ｉｏｄ
，ａｎｄｈ ｅｃａ ｔ ｅｇｏ ｒ ｉ ｚ ｅｄ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ｉ ｓｓ ｕｅ ｓｉｎｔ ｏ ｔｈｒｅ ｅｐｅ ｒ ｉｏｄｓ ．Ｈ ｉ ｓ

ｄ
ｉ ｓ ｃｕ ｓｓ ｉｏｎ ｓｒｅｆ ｌ ｅｃ ｔｈｉ ｓ ｔｏｒ ｉ ｃ ｉ ｔｙｔ ｏａｃｅ ｒｔ ａ ｉ

ｎｅｘｔ ｅｎ ｔ
；ｈｏｗ ｅｖｅ ｒ ，ｉｎｔ ｅ ｒｍｓｏｆｃ ｏｍｐｒ ｅｈ ｅｎｓ ｉ ｖｅ

ｌｙ

ｕｎｄ 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 ｎｇｔｈ ｅｄ ｅｆ ｉ ｎｉ ｔ ｉｏｎｏｆｎａ ｔｉ ｏｎ ａ ｌ ｉ ｔｙａｎｄｔｈ ｅｃｌ ａ ｓｓ ｉ ｆ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ｅ ｔｈｎ ｉｃ
ｇｒｏ ｕｐｓ ，ｅ ｓｐｅ ｃ ｉａ ｌ ｌｙ

ｉ ｎｄｅ ａ ｌ ｉｎｇｗ
ｉｔ ｈ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ｑｕ ｅ ｓ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ｏ ｒｒｅｃ ｔ ｌｙｕｎｄｅ ｒｓｔ ａｎｄｉｎｇｅｔｈｎｉ ｃｉｎ ｔ ｅｇ ｒａ ｔ ｉ ｏｎｅｔ ｃ ． ，Ｓｔ ａ ｌ ｉｎ

ｈａ ｄｌ ｉｍｉ ｔ ｓａｎｄ ｃｏ ｕ ｌ
ｄｎｏ ｔ ｆｕ ｌ

ｌｙｆｏ ｌ
ｌｏｗａｎｄｐｒ ａ ｃ ｔ ｉｃ ｅｔｈ ｅｈ ｉｓ ｔｏｒ ｉ ｃａ ｌａｎ ｄｐｅ ｒ ｉ ｏｄ ｉ ｃ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ｉｎｇ ｒｕ ｌ ｅ ｓ

ｏ ｆｎ ａ ｔｉ ｏｎａ ｌｉ ｔ ｙ ．Ｃｏ ｎｓ ｅｑｕ ｅｎｔ ｌｙｓｏｍ ｅｔｈｅｏｒｅ ｔ ｉｃ ａ ｌｄｅ ｖ ｉ ａ ｔ ｉｏｎ ｓａｎｄｐ ｒａｃ ｔ ｉｃ ａ
ｌｍ ｉ ｓ ｔ ａｋ ｅ ｓｏ ｃｃｕ ｒｒｅｄ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 ｔ ａ ｌ ｉｎ
；ｅ ｔｈｎ ｉ ｃｔ ｈｅｏ ｒｙ ；ｃｏｎ ｔ ｒ ｉｂｕｔ ｉｏｎ

； ｌｉｍ ｉ ｔ
；ｈ ｉｓ ｔｏ ｒ ｉ ｃｉ ｔ ｙ ．

Ａｎａ 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 ｉｍｉ ｚａ ｔｉｏｎ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ｏ
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 ｌｌ ｏｃ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Ｅ ｔｈｎｉｃＭ ｉｎｏｒ ｉｔ
ｙ
Ａ ｒｅａｓｏｆＣｈ ｉｎａ

 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Ｙｕ ａｎＬ ｉ
ｑ

ｉｎｇａｎ
ｄＺｈｏｕＴａｏ （ ３４ ）

Ａ 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Ｔ ｈｅｄ ｉｓ ｔ ｒ ｉ ｂｕ ｔｉｏ ｎｏ ｆｅｄ ｕｃ 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ｒｅ ｓｏｕ ｒｃ ｅｓｉ ｎｅｔｈｎｉ ｃａ ｒｅ ａ ｓｈ ａ ｓａ ｌｗａｙｓｂｅ ｅｎ

ｔ ｈｅｆｏｃｕ ｓｏｆｇ ｏｖｅｒ ｎｍｅ ｎ ｔａｎｄｔｈ ｅｓｏｃｉ ｅ ｔ ｙ ．Ｏ ｎｔｈｅｂ ａ ｓ ｉ ｓｏｆｅ ｓｔ ａｂ ｌ ｉ ｓ ｈｉｎｇ ｔｈｅｅｖａ 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 ｅｗｏｒｋ ，Ｃ ｌａｒｉ ｆｙ
ｉｎｇｔｈ ｅｉ ｎｄ ｅ ｘａｎｄｈ ｉ

ｇ
ｈ ｌ ｉ

ｇ
ｈ ｔｉｎｇｔ

ｈ ｅｓｔ ｒｕ ｃｔｕ ｒｅｄｐ ｒｏｂ ｌ ｅｍ ｓ ， ａｆ ｔ ｅｒａｎ ａ ｌｙｚ ｉｎｇ

ｐｒｏｖ ｉｎｃ ｉａ ｌｄａ ｔａｆ ｒｏｍ１ ９ ９ ６ｔｏ２ ０ １ ５
，ｔ ｈ ｉ ｓｐａｐｅ ｒｆｏｕ ｎｄｔ ｈａ ｔ ，ｉｎ ｔ ｅｒｍ ｓｏｆｓ ｃａ ｌ ｅ ，ｔｈｅｅ 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

ｆｕｎｄ ｓｉ ｎｅｔｈｎｉ ｃａ ｒｅａｓｈａｖｅｂ ｅｅｎｇｒｏｗ ｉｎｇｒａｐ ｉ
ｄ

ｌｙ ，ｂ ｕｔｉ ｔｉ ｓｓ ｌｏｗ ｅ ｒｔ ｈａｎｔ ｈｅｇ ｒｏｗｔｈｏｆｆ ｉｓ ｃａ ｌ

ｒｅ ｖｅｎｕｅ ａｎ ｄｅｘ ｐｅ ｎｄ ｉｔｕ ｒｅ
．Ｉｎｔｅ ｒｍｓｏｆ ｓ ｔｒ ｕｃ ｔ ｕｒｅ ？ｔｈｅ ｓ ｔｒ ｕｃｔ ｕ ｒｅｏｆｅ ｄｕ ｃ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ｆｕｎｄｉｎｇｓ ｏｕ ｒｃ ｅ ｓ

ｈａ ｓｂ ｅｅｎ
ｇ

ｉ ｖｅ ｎ
ｐｒ

ｉ ｏｒ ｉ ｔ ｙｔ ｏｔｈ ｅ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 ｔ
．
Ｔｈ ｅｈ ｉ ｅ ｒａｒｃ ｈｉｃ ａ ｌｓ ｔ ｒｕｃ ｔ ｕｒ ｅｇａｐｂｅ ｔｗｅ ｅ ｎｐ ｒ ｉｍａｒ ｙ

－

ｅ ｄｕ ｃａ ｔｉ ｏｎａｎｄｈ ｉｇ
ｈｅ ｒｅｄ ｕｃａ ｔ ｉｏ ｎｈ ａｓｂ ｅ ｅｎ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 ｕｔ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ｉ

ｌ
ｌｉ ｓａｃｏ ｌ ｌ ａｐ ｓｅｏ ｆｏ ｒ ｄ ｉｎａｒｙ

ｈ ｉ

ｇ
ｈ

ｓｃ ｈｏ ｏ ｌ ．Ｔ ｈ ｅｕ ｓａｇｅｏ
ｆ ｔｈｅｓｔ ｒｕ ｃｔ ｕ ｒｅｅｍｂ ｏｄｉｅ ｓｔ ｈｅｉ ｄ ｅａｏ ｆ

＂

Ｓｔｕ ｄｅｎ ｔ ｓＦ ｉ ｒｓｔ

＂

，ａ ｎｄｔｈ ｅｓｔｕｄ ｅｎｔ

ｌｏａｎｆｕ ｎｄ ｓｈ ａｖｅｂ ｅｅｎ ｉｍｐｒｏ ｖｅｄｓ ｉｇｎ ｉｆ ｉ ｃａｎｔ ｌ
ｙ ．Ｔｈ ｅｓｐａ

ｔ ｉ ａ ｌｒｅｇ
ｉ ｏｎ ａ ｌｓｔ ｒｕ ｃ ｔｕ ｒｅｈａ ｓａｃｈｉ ｅ ｖｅｄ

ｆａ ｉ ｒｅ ｒ
＂

ｆ ｉｓｃ ａ ｌｎｅｕ ｔ ｒａ ｌ
ｉ ｔｙ

＂

．Ｔｈｅ ｒｅｉ ｓｎｏｓ ｉｇｎ
ｉ ｆｉ ｃ ａｎ ｔｃ ｏｒｒｅ ｌａ ｔ ｉｏ ｎｂｅ ｔｗ ｅｅ ｎ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 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ｖｅ ｓ ｔｍｅ ｎｔ ａｎｄｌ
ｏｃ ａｌｆｉｎａｎ ｃｉ ａ ｌｒｅ ｓｏ ｕｒｃ ｅｓ ｉ ｎｅ ｔｈｎｉ ｃａｒｅａ ｓ ，ｂ ｕ ｔｔｈｅ ｒｅａｒ ｅｓ ｔ ｉ

ｌ ｌｈｕｇｅｄ
ｉ ｆｆｅ ｒｅ ｎｃｅ ｓｉｎ

ｒｅ ｓｏｕ ｒｃｅｗ ｉ ｔｈ ｉｎｅ ｔｈｎ ｉ ｃａ ｒｅ ａ ｓ
．
Ａ ｉｍ ｉｎｇａ ｔａｂｏ ｖｅｐｒｏ ｂ ｌｅｍｓ

，
ｔｈ ｉｓ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ｐｒｏ ｖ ｉ ｄｅ ｓｓｏｍｅ

ｓｕ ｇｇ ｅｓ ｔｉｏｎ ｓｔ ｏａｄ
ｊ
ｕｓ ｔｔｈ ｅｒｅ ｓｐｏ ｎｓ

ｉ 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
ｆ ｉ ｎｔ ｅｒｇ ｏｖｅ ｒｎｍ ｅｎ ｔ ａｌｅｘｐｅｎ

ｄ ｉ ｔ ｕｒｅ ，ｒ ｅｆｏｒｍｔ ｈ ｅｍｏ ｄｅ

ｏｆｆｕｎｄｓｕ ｐｐ ｌｙ ，ｐ ａｙｍｏｒｅａ ｔ ｔ ｅｎ ｔｉ ｏ ｎｔｏｔｈ ｅ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 ｎｔ ｏ ｆｈ ｉ

ｇ
ｈｓｃ ｈｏｏ ｌ ，ａｎｄ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 ｅ ｌｏｃ ａ ｌ

ｓｔ ａｎｄ ａ ｒｄｓｏｆ
ｐｒｅ ｃ ｉ ｓｅ

ｐ
ｏｖｅ ｒ ｔ ｙｒｅｌ

ｉｅ 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ｅｔｈｎ ｉｃｍ ｉｎｏ ｒ ｉ ｔｙａｒ ｅａ ｓ ，ｔｈ ｅａ ｌ ｌｏｃ 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ａ ｌｒｅｓ ｏｕｒ ｃｅ ｓ ，ｓ ｃａ ｌｅ

，

ｓｔ ｒｕ ｃｔｕ ｒｅ ．

Ｍｕｌ ｔ ｉ

－Ｌａｍ ｉｎａｒ ｉ ｔｙｏｆ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Ｉｄｅｎｔ ｉｔ

ｙｏ
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Ｎ 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ＭａＧｕｏｑｉｎｇ（ ４７ ）

Ａ 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Ｓ ｉ ｎｃ ｅｔ ｈｅｍ ｏｄｅ ｒｎｐｅ ｒ ｉ ｏｄ ，ｗｈ ｉ
ｌ ｅｖａ ｒ ｉｏｕｓｅ ｔｈｎ ｉ ｃｇ ｒｏｕｐ ｓｉｎＣｈ ｉｎ ａｈａｖｅｂ ｅｅｎ

ｇｒａｄｕ ａ ｌ ｌｙｉｎｖｏ ｌｖｅｄｉ ｎｔ ｈｅｐｒｏｃ ｅｓ ｓｏｆｍｏ ｄｅ ｒｎｉ ｚ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ｇ ｌｏｂ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ｄ ｉ ｆｆ ｅｒｅ ｎ ｔ ｌａｙｅｒ ｓｏｆ

ｍ ｅｍ ｏｒｙｈａｖｅｂ ｅｅ ｎｆｏ ｒｍ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ｃ ｉ ｅ ｔｙｏ
ｆｍｏｄｅ ｒｎＣｈ ｉｎａｓ ｕｒ ｒｏｕ ｎｄ ｉｎｇｓｏｍｅｓ ｉｇｎ ｉｆ ｉ ｃａｎ ｔ

ｈｉ ｓ ｔ ｏｒ ｉ ｃａ
ｌｅｖｅｎｔ ｓａｎｄ ｔ ｈｅｂａ ｓｉ ｓｏｆｔｈｅ ｉｄ ｅｎ ｔｉ ｔ ｙｏｆ ｔｈ ｅｐｒｅ ｓｅｎ ｔ

－

ｄａｙ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Ｎ ａｔ ｉ ｏｎｃ ｏｍｍ ｕｎ ｉ ｔｙ

ｗ ａｓｅ ｓ ｔ ａｂｌ ｉ ｓ ｈｅ ｄ ．Ｂｙｒ ｅｄｉ ｓ ｃｏｖ ｅｒｉｎｇｅ ｔ ｈｎｉ ｃｃｏｒ ｒ ｉｄｏｒａｎｄｔ ｈ ｅｐａ ｓ ｓａｇ ｅｏｆｔ ｈ ｅｒ ｉｍｏｆＳｏｕ ｔｈｅ ｒｎ

Ｃｈｉ ｎ ａＳｅ ａｉｎＣｈｉｎ ａ
？

ｓｅｔｈｎｉ 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 ｈ ，ｔｈｉ ｓａｒｔ ｉ ｃ ｌ ｅｅｘ ｔｅ ｎｄ ｓＦｅ ｉＸ ｉ ａｏ ｔｏ ｎｇ

Ｊ

ｓｔ ｈｅｏｒｙｏ
ｆｅｔｈｎｉ

ｃ

ｃｏ ｒｒ ｉｄｏｒａｎｄｔｈ ｅｉｄ ｅ ａｏｆ
ｇｌｏ ｂａ ｌｓｏｃ ｉｅ ｔ ｙ ．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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