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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族群身份是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概念,其实质是一种特殊的公民身份。针对

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 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观,在承认公民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强调

族群差异的公共性, 同时,主张族群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必要前提, 国家认同是族群差异的精神

基础。对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多元文化主义倡导积极国家观, 认为国家应在保障少数权利方

面有所作为。差异公民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差异政治观,对当代多族群国家的族群政治具

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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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多族群国家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少数民

族、移民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和文化主张

的压力。在公民文化已取得核心地位的政治背景

下,如何定位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关系,缓解族

群差异与国家认同的张力,甄别族群认同与公民

认同的界限,是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焦点,也是多

元文化主义试图解决的核心议题。

一、族群身份:一种特殊的公民身份

族群身份是理解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概

念。20世纪 50 年代的民权运动与 60 年代的新

移民运动,使少数族群的独立意识、自我认同迅速

提升,对族群身份的吁求也愈加强烈,在这样的背

景下,多元文化主义随之应运而生。
[ 1] ( P3- 4)

族群身份实质就是少数族群基于特定的族群

与族群意识而形成的文化成员身份。[ 2] ( P154- 171)在

多元文化主义看来, 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公

民个体,而是族群。当代人更习惯于关注社会生

活中公民和国家这两极,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过

渡地带,这个过渡地带由各种多元的群体(包括种

族、民族、性别、年龄、宗教、文化等)有机构成。在

现实政治中,个人往往通过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特

别是族群,和社会与国家发生关系。由于个人既

是国家的公民,也是某个特定族群的成员;在拥有

公民身份的同时,也具有族群身份。因此,绝不能

将社会简单化约为个人的集合体, 否认族群的存

在,甚至将公民身份掩盖或抵消族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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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者极为珍视/承认0。对少数民

族、亚文化群体、弱势群体以及移民群体, 既要承

认他们的文化差异性, 还要承认他们的平等参政

权和社会经济权。在他们看来, 尽管一些国家历

来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

的价值及与主流文化的差异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

/承认0,充其量只能称其为多元文化社会,却绝不

是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 因为只有多民族、多

文化共存的现象,并不能说明各民族、族群和文化

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地位状态。

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被多元文化主义视为一

种强大的威胁。因为即使是在当代美国,以盎格

鲁- 萨克逊为核心的白人文化仍占据着主导地

位,黑人、妇女、移民、少数民族等少数族群,虽然

也是美国历史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只能

拥有相当有限的话语权利。多元文化主义者主

张,必须重新解读传统文本,用新的话语理论解构

美国的历史与文化, 在构建亚文化群体话语体系

的基础上,真正建立族群身份的根基,培育族群身

份的自主意识, 从而争取社会承认和平等权利。

从承认存在,到追求平等, 再到解构霸权, 这是多

元文化主义族群身份的价值追求和内在逻辑。

这一价值诉求必然要冲击当代政治领域另一

重要概念, 那就是公民身份。因为/公民身份0强

调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和生活方式的所有人,拥

有一致的国家认同和政治信念, 承担平等的政治

责任和社会义务。/ 族群身份0强调族群差异, 关

注族群特权,督促族群有意识强化其内在的文化

特征,显然会冲击公民身份所内含的公共精神,甚

至危及社会团结。随着族群身份日益为人们所重

视,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关系问题很快成为人

们争论的焦点。

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大多坚持自由主义的

立场,倡导自由主义的公民观。这种公民观将公

民权利视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起点和归宿,公共权

力要保护公民权利,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意

味着,国家对个人的权利应不加区别地给予平等

保护。正如罗尔斯所说, /政治权力乃是公共的权

力,即是说,它是作为集体性实体的自由而平等的

公民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按照规则强加在作为个

体和作为联合体成员的公民头上的0。[ 3] ( P144)从自

由主义公民观的角度来看,族群身份的兴起势必

要引发公民身份的危机,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的政

治主题,使人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选举如何影响文

化差异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差异如何影响选举

的问题0,
[ 4] ( P201)

更严重的是,它可能导致社会无

秩序状态,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公民资格,除非有

人来教他 ) ) ) 教给他公民的习惯,教给他公民的

语言。0
[ 4] ( P202)

显然,这些观点是多元文化主义者所不能接

受的。在多元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的公民观将

基于个人权利的公民身份高居于族群身份之上。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 国家完全可以借保护个人

权利之名,否定群体的权利。即便是基于保护个

人权利的目的,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族群进行国家

干预, 也很可能是主流文化的一厢情愿。艾丽

斯# 杨认为: /族群的需求是不同且多元的,主流

文化所主导的单一认同,不能满足族群的多元需

求,结果会造成族群间彼此矛盾、紧张、冲突的产

生。0
[ 5 ] ( P386- 408)

菲利克斯 # 格罗斯的分析更为直

接: /一旦民族主义的统治阶层掌握了国家权力,

他们都会按照一种绝对信念进行统治。这必然会

影响到种族上的少数民族,歧视和迫害政策就会

变成-正确的. ,而不是-错误的. ,并且在这种理论

的意义上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0 [ 6] ( P109)

多数多元主义者坚持温和的立场,一再重申

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冲击和挑战公民身份,因此对

族群身份要区别对待。杰夫# 斯宾勒将族群身份

划分为激进、温和和游离三类:激进的族群强烈希

望拥有与主流文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将主流文

化视为竞争对手;相对温和的族群,由于各种原因

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 只希望以平等的公民身份

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多元社会中的一部分,并不想

争取特殊的文化认同;那些游离的边缘族群,对政

治生活和共同体的事业持冷漠态度, 对国家也没

有太多的要求和期望, 他们虽然在自由主义者眼

中不属于优良公民, 但至少不会危及其他公民的

权益。除了激进的族群外,后两类族群身份都不

会对公民身份构成实质的威胁和挑战。[ 7] ( P65- 68)

威尔 #金里卡则认为: /族类群体和民族群体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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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诉求(不是全部) , 是与主张个人自由和社会公

正的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的0,
[ 8] ( P274)

如果某一族

群身份强调的是语言权或族群代表权, 对公民身

份就不会构成什么挑战,但如果更多强调的是自

治权,就会对公民身份有所冲击,因为前者是让少

数族群参与和融入主流社会, 而后者则是要族群

脱离主流社会, 削弱与政治社会的联系, /他们将

自己的政治共同体看作是原生的, 而将更大联邦

的价值和权威看成是派生的。0
[ 8] ( P258)

不过他也认

为,如果过度强调族群身份,也不排除部分族群放

弃主流社会的公民身份,从主流社会生活中分离

出去走向边缘状态的可能, 这种/族群政治化0

(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 , 极易导致社会分

化。[ 2] ( P162)金里卡深谙自治权对于维护族群利益、

抑制社会冲突、维护社会团结的重要意义,因此,

他认为必须在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中寻找一个和

谐的节点,使前者合理地/包容0后者。

由此看来, 多元文化主义的族群身份实际上

就是一种区别于一般意义的、有所/差异0的特殊

公民身份。正如金里卡所说: /在文化多元的社会

中,需要不同的公民权来保护文化共同体免受不

必要的解体。0[ 9] ( P118)这种特殊的公民权实际上就

是宪法所赋予的少数群体的平等差异和自治权

利。有了这种公民权, 少数族群才能抵制来自主

流社会和其他社会和文化团体的侵犯, 才能使族

群身份具有坚实的正当性。

二、差异公民:在普遍与个殊之间

当代自由主义将公民认同视为公民身份的重

要组成部分。基于公民认同的公民身份超越性

别、肤色、种族、贫富、阶级和社会地位, 以/无差

异0的普遍原则对待每一位公民。这种普遍公民

观遭到了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猛烈批评。

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 普遍公民观看似公

平,实质却在执行/一人一票0的简单多数原则,这

一原则自然可以确保多数人的利益, 但却可能危

及少数族群的生存, 更对少数族群的自我认同构

成潜在威胁。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

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少数族群的文化归属, 族群

差异着眼少数族群的权利取向。普遍公民观漠视

族群认同与公民认同的一致之处, 更无视族群差

异对公民身份的消解作用。艾丽斯 #杨进一步批

评说,自由主义倡导以相同的标准、原则和规定对

待每一个公民,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质是想将社

会建构成一个同质同构型的公民组合。
[ 10] ( P206)

从

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 自由主义的形式平等不仅

没有削除族群差异, 反而使差异加大,将本就处于

弱势的少数族群推向更为不利的处境。而且,自

由主义推行/平等参与0的同化政策, 实际上是将

一个两难选择推给少数族群:要么选择接受,认同

一种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要么选择拒绝,走向自我

压抑和自我抛弃。
[ 10] ( P206)

为了缓解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张力,

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了/差异公民0 ( different ia2

ted cit izenship)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强调差异

的/公共性0,族群成员在具有公民身份和公民认

同的 同 时, 也 具 有 族 群 身 份 和 族 群 认

同, [ 5] ( P386- 408)一方面强调/ 少数权利0 ( minority

rights) , 政府在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保障每一

个公民平等权利的同时,还要赋予特定族群和文

化以/少数权利0。[ 11] ( P1- 41)这意味着, 族群认同与

公民认同并不矛盾, 承认族群的差异并不会直接

威胁国家认同。

金里卡分析道,以前人们之所以对少数权利

充满戒心,是因为人们认为过分强调以族群身份

为基础的少数权利相对于公民大众而言是不公平

的,但现实政治已经证明, 实行差异原则、包容文

化差异,不仅没有带来不公平,反而带来了少数族

群原有不利处境的改善和公平与正义的提升。他

一再告诫人们,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忽视了一些

重要的权益,如认同、语言、文化成员身份等,而这

些恰恰是多元文化主义所关注的。[ 11] ( P3- 5) 查尔

斯# 泰勒也赞同差异公民的主张。在他看来, 文

化族群是构成社会的一个独立的单位, 需要承认

其独特的认同。平等的承认政治, 应该将文化族

群的集体目标纳入政治领域, 承认族群的特殊性

和价值, /善或许处于冲突之中, 但尽管如此它们

并不相互驳斥。0 [ 12] ( P791)

也有一些学者对/差异公民0提出质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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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殊权利保障的少数族群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必然是非自由主义的, 非公民的, 保障上述特

殊权利,就是在阻碍自由主义的和公民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 13] ( P22- 25)沙切尔通过研究注意到了

一个现象:当政府采取包容政策以减少族群间的

差异时,反而造成族群内部权力阶层的形成和压

迫现象的出现,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族群往往只

关注整体认同, 却容易忽略甚至牺牲族群内部成

员的体验和认同。
[ 14] ( P68- 69)

对此,金里卡也有所察

觉,并提出/两种权利限度0概念来应对: /一是少

数群体的权利不应容许一个群体统治其他群体;

二是少数群体的权利不应使一个群体压迫它自己

的权利。0
[ 8] ( P275)

在现实生活中,差异公民容易引发一些争议

性的问题,如族群子女的教育权问题。自由主义

的普遍公民观认为, 少数族群内的儿童作为未来

的公民,其父母的教育不能过于强调族群差异,否

则会影响甚至削弱国家认同。[ 7] ( P77)多元文化主义

的激进派认为, 父母有权选择子女的教育内容与

教育方式, 政府不应干涉, 而温和派则主张,少数

族群对其子女的权利是有限的, 族群不能以族群

认同为理由阻止其离开。[ 15] ( P148- 151)按照差异公民

的逻辑,如果少数族群的父母不让其子女充分暴

露在主流文化当中,政府将无所适从。对于这一

问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个人权利和族群权利

产生冲突时,前者应具有优先地位,因为包容差异

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国家往往拥有强大的力量支持公共制度,对部分

相对弱小的文化社群的某些支持和包容,并不会

危及公民身份和国家的认同。
[ 7] ( P83)

既承认公民身份中的公共价值取向, 又拥有

族群身份的差异性, 这就是/差异公民0的实质。

虽然面临诸多批评, 对由此引发的争议性议题的

回应有些力不从心, 但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公

民0、由此形成的/差异政治0的理念确实可以为我

们思考当代族群政治提供一个不错的思路。可以

说,确保国家与族群的和谐与稳定,追求各族群间

的平等、共存与相互承认,这是现代政治的共同目

标,但这一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前提, 那就

是维护统一的国家认同,做到/ 多元共存、政治一

体0。族群差异与国家认同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

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富有统一性的辩证关系,

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 国家认同是族

群差异的精神基础和前提条件, 族群差异应该是

在国家完整性和同一性基础上的差异, 没有国家

认同的/差异0缺乏内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 国

家认同和共同价值也以族群差异为前提,国家文

化是吸纳和融合不同的文化而形成的更高层次

的、统一的文化,而各种文化只有在一个社会中具

有平等和合法的权利, 才会自然地对国家产生认

同,并融合到国家主流文化中。族群差异与国家

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微妙多变的:忽视或漠视族群

认同,以公民认同去消融少数族群的差异,结果可

能适得其反;过分肯定和认可族群差异,如果寻求

差异的族群越来越多, 国家认同与社会稳定必然

要受到威胁。
[ 13] ( P3)

三、积极而非消极: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定位

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

议题,也是当代公民观念的焦点所在。与主张消

极国家观,倡导政府在文化、教育与生活方式等方

面力求中立的自由主义立场截然不同, 多元文化

主义认为,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扮演一个积极

的角色,保障所有公民尤其是少数族群团体中的

个体的权利和利益, 从而维护社会的多元文化

态势。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所谓的这种政府

中立性根本是不可能的。马里昂分析道,国家并

不像罗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

是中立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用民族的语言来

处理本国的政治和法律事务的, 行政和教育体系

也是以特定语言和特定的民族利益为优先地位。

安东尼# 阿巴拉斯特也认为, /要所有社会能够一

代又一代地在抚育孩子和实施教育的整个领域保

持中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0 [ 16] ( P449)杰夫 # 斯宾

勒则认为,政府往往由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族群所

掌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生存,少数族群必须放弃

自己的族群认同。自由主义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但一些不平等现象的产生未必一定通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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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社会的道德、风气、舆论等,都可能造成

实质的社会压力,进而形成一种隐形的社会控制。

如果自由主义政府不能真正认可和接受少数族

群,这些弱势文化即使不消失,也要沦为备受主流

社会歧视的牺牲者。
[ 17] ( P10)

这实际上意味着,从表面上看,自由主义仿佛

在坚持一种中立的文化观,除了公共领域的权力

运作外,在私人领域奉行自由而宽松的文化政策,

政府也是以/小政府0和/弱政府0的姿态出现。但

实际上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自由

主义对人性的预设、对个体价值的推崇、对公私的

界分, 无不代表着一种特殊主义的价值取向, 因

此,自由主义不可能做到文化中立。
[ 18] ( P60- 64)

传统

自由主义将所有差异都界定在非公共领域,族群

文化与宗教信仰一样,不具有公共性和政治意义,

正如格雷所言, 自由主义所谓的/多元0,实质是个

人价值观的一个延伸, 是一种被稀释了的/个体

式0的多元。[ 19] ( P136- 138)

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 既然自由主义的文化

立场是一种特殊主义, 那就有理由将族群的认同

与差异归属于公共领域, 将/文化的差异当成是政

治领域所要处理的素材0,如此一来, /宗教再也不

是一件私人事务, 而已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事

件。0
[ 20] ( P62)

对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那些由不同族

群构成的特殊团体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忽

略这些团体的认同, 这些族群就有面临同化和消

失的危险,而忽略这些团体的差异,这些族群就有

可能被压抑、宰制和边缘化。因此,多元文化主义

者的现实策略是:国家要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

的措施,切实保证这些少数民族的权利。国家不

应对少数族群权利备受主流文化侵犯的现状袖手

旁观,而应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同时入手, 建立

少数族群利益表达的渠道,确立维护少数权利的

制度安排。

多元文化主义者试图借助族群认同与国家认

同的关系来说明这一策略的正当性。在多元文化

主义者看来,当代族群的主要目标,既不是建构个

人的文化认同, 也不是建构民族的文化认同或国

家认同, 而是建构所谓的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 i2

ty)。[ 21] ( P440)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而多元

文化主义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完美的契合

点,以维护多元社会中族群差异与少数权利存在

的合法性根基。正如艾丽斯# 杨所说: /国家认同

与族群认同并非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两者兼容

的。国家的认同在学校教育中应该以一种变化

的、多元种族的方式教导,追求一个共同的国家认

同并不意味着倡导一种排他的或静态的霸权文

化0。[ 5 ] ( P386- 408)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 族群认同属于文化范畴,

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范畴, 两者大体上是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具体表现为:首先,族群认同是国家认

同的前提。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 族群的群体意

识与国家的关系十分微妙;往往先有政治国家,然

后由国家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 22] ( P199)换

句话说,国家认同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是后天

由国家树立起来的,而不是形成于国家之前。国

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 政治权威有意识的塑造起

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塑力量,各种局

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虽并不先于国家层面的国

家认同而存在,但却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23] ( P441)其次, 国家认同以族群文化认同为根

基。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

血缘、语言和地域特征等标识族群特征的文化因

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 能够缩小各

族群间的心理距离, 增强各族群的亲和性,有效地

体现国家一体的观念。这些同样是国家认同不可

缺少的东西。而且, 在全球化进程中,族群认同与

国家认同命运相同。日益扩张的全球化不仅超越

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力框架, 对国家主权造成了

致命的冲击,更毫不留情地破坏着不同文化之间

的边界,削弱文化多元的根基,威胁族群认同的合

理层面。全球化在推行普适性的同时, 也带来了

一种边缘性。处于边缘层的族群必须不断强化自

身的文化认同才能维持其独特性。正如萨林斯所

说, 全球化威胁着族群认同, 也威胁着国家

认同。[ 24] ( P1- 25)

对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批判者尤其是自由主义

者而言,多元文化主义过于强调族群认同与国家

认同的一致性,而弱化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这些批判者看来, 从国家的角度讲,国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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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和认同情感, 需要共同的民族性发挥至关重

要的合法化作用。
[ 25] ( P111)

这样, 国家整合通常要

求放弃族群特性,使族群文化边缘化。这些因素

恰是引发民族国家内部危机的重要原因。从族群

的角度讲,每个族群都有独特的权利要求。这些

权利要求的实现往往需要国家推行差异政治, 对

少数族群实行制度或法律上的倾斜。一旦这些要

求不能得到满足, 少数族群就会产生背弃感或歧

视感,就有可能对国家权威和政府合法性提出质

疑。结果只能是,族群认同过度强化,促使族群中

心主义产生,进而威胁国家认同。显然,多元文化

主义批判者的观点是中肯的。

对于当代多族群国家而言, 族群认同和国家

认同首先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但族群认同必

然关注个别群体的价值。族群权利的实现绝对不

能依靠个别群体, 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也同样

不能指望少数族群来维护。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

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在当今世界上, 主权国家

仍是实现集体目标的积极工具。也正因为如此,

少数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必须要上升为一种与基

于国家主权的国家认同,才能真正解决少数族群

与国家之间的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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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The Citizen Conception
of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ism

PANG Jin2you
( Chin a University of Pol iti cal Scien ce an d Law, College of Polit 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 ist rat ion, Beij ing 102249, China)

[Key words]  ethnicity; citizenship; 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ethnical ident ity; ethnical differences

[Abstract]  Ethnicity is the core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mult iculturalism1 It is in effect a special type

of cit izenship1 The conception of differentiated cit izenship was advanced by multiculturalism when con2

fronted with the universal cit izen concept ion of liberalism1 Different iated citizenship emphasizes common2

ality of ethnical differ ences based on the r ecognit ion of the equal right of cit izens1 The concept ion

of differ ent iated cit izenship claims that ethnical ident ity is an essent ial precondit ion of nat ional i2

dentity, and nat ional ident ity is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of ethnical differ ence1 As far as the citi2

zen2state relationship is concerned, mult iculturalism advocates a posit ive state concept ion, that

is, the state should actively safeguard the minor ity rights1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differ ent ia2

ted citizenship concept ion and different iated polit ic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iated citi2

zenship concept ion offer beneficial inspirat ions to ethnical polit ics in a mult i2ethnic sta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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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新书发布研讨会0在京召开

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8日,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次缔约会议 #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0举行, 会

议进一步促使世界向低碳经济迈进。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

济的研究,完成了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低碳经济及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行动的书籍5低碳经济 ) ) ) 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

哈根6, 并获得世界银行授权翻译了碳市场分析的年度权威报告 ) ) ) 5世界碳市场状况与趋势分析 ( 2003 ) 2009) 6。目

前,这两本著作已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2010 年 1 月 13 日, 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哥本哈根归来话低

碳经济 ) ) ) 低碳经济新书发布研讨会0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副院长、中国

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杨志教授畅谈了哥本哈根会议见闻及该所关于低碳经济的主要研究成果,

并与多位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议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本刊记者  陈翔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