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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

王  联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的基础来自政治民族的支撑, 政治民族又是建

立在众多文化民族共同拥戴的基础之上;而分裂主义的基础来源于族群

民族主义的泛滥,其理论和现实动力均有赖文化民族的支持。文化民族

使得分裂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运动找到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依

靠。经由政治组织的操弄,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文化民族往往成为政治

民族形成、政治身份认同的主要基础, 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族冲突频

发、分裂主义甚嚣尘上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分裂主义 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 政治

民族

自从现代民族主义诞生以来,追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努力一直

是挑战既有国家内部政治结构的主要力量,它不断分裂已有的国家,重新改写世界

政治版图中的国家边界。
¹
其原因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织就了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

来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分裂主义不断肢解国内政治秩序,从而使得民族国家

的数目日渐增多,分裂主义的成功使文化族群经逐步树立了政治民族意识。在分

裂主义的推动下,旧有文化族群持续追求主权独立, 新的政治民族不断涌现, 已有

的民族主义体系得以继续扩大和加强,世界政治日趋朝分裂的方向演进。

29



引起分裂主义原因有多种,民族因素是分裂主义的最常用理由,民族主义常常

被分裂主义当作思想和行动的武器。分裂主义的表现形式也各具特色,在分裂的

领土上建立属于某一特定族群的新政权, 是分裂主义的共同目标。

因此,分裂主义常常被称作民族分裂主义,往往又与民族主义划等号。但民族

主义与分裂主义果真是两个名称各异、本质相同的概念吗? 从理论上讲,二者内涵

与性质根本没有交集,但从现实政治来看,分裂主义的思潮与行动却又与民族主义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混淆了理论和学术研究, 而且也使得分裂主义者有

了所谓追求 /民族自决 0、/政治自治0乃至 /主权独立 0的 /理论上0的支持。

为何民族因素会成为分裂主义最主要的理由和借口? 为何族群民族主义

( ethno2nat iona lism )¹最终会演变为民族分裂主义 ( ethn ic separatism )?º 亦即民族

主义与分裂主义究竟有何理论和现实的联系, 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由于民族本身的文化和政治属性,使外界观察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运

动时,常常忽视其主体是文化民族 (即族群, ethn ic group) ,还是政治民族 (即国家,

nat ion)。» 所谓民族分裂主义,准确地讲,其主体是文化民族,因此应称之为文化

族群的民族主义, 如同 1990年代初, 西方世界讨论前南斯拉夫分裂时所使用的

ethno2nat ionalism概念一样,尽管后来欧美各国乃至联合国都已称呼那些从前南斯

拉夫独立出来的族群为民族 ( nat ion), 但在当时却都无一例外地称他们为南斯拉

夫境内的某一族群 ( ethno)。¼所以,只有在这一内涵上, 才能将文化族群的民族主

义简略为分裂主义,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能称之为民族主义, 后者是国家

政治发展的结果。

一、民族的文化、政治属性与分裂主义

在过去 10多年来,尽管国内学界围绕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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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学术论文和著作得以公开发表,但围绕其核心概念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争论似

乎还是没能取得共识。¹ 本文仍然坚持过去的结论:民族是有高度政治性的, 是资

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产物;民族主义不仅存在于单一民族国家中,而且存在于多民族

国家中;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 都可以被认为是以政治性较强的 /民族0这一概念

为中心的一套思想、理念、纲领和行动。º因此, 一般认为的族群民族主义在理论上

不能成立,因为其主体是族群而非民族, 后两者显然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与其说

族群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还不如说它是分裂主义更能准确反映

事实的真相。但在现实政治中,分裂主义思潮、运动及其领导人, 都愿意将自己打

扮成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运动,这就人为增加了理解和分析这类问题的难度, 使

得有关概念间的关系变得似是而非。因此, 有必要再度确认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属

性,以便使问题的讨论顺利展开。

众所周知,民族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民族归属。它一方面取决于共同的历史、血缘和风俗,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后天集

体身份的塑造和主观意识的归属。前者是静态的、文化的, 与生俱来, 表现在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汉族、藏族、锡克人、巴斯克人等概念; 后者是动态的、政治的,

随时改变,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方面,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苏联人民等

概念。由于二者属性不同, 因此,在现实政治中运用民族这一概念时, 也应仔细区

分其文化和政治属性,进而将它们明确区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¼

显然,近现代国际政治史上的民族, 有着非常明显的政治烙印。正如韦伯所

说, /在明显的、模棱两可的 -民族 .一词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它清晰地植根

于政治领域。0/人们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来界定 -民族 .这一概念, 即民族是一个可

以用它自己的方式充分显示它自己的感情共同体;而且一个民族是通常趋向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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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它自己的国家的共同体。0¹这就是民族的政治属性, 虽然它最初起源于共同和

接近的文化,但在现代政治史中却不断凸显其政治意涵, 这也可以从 nation一词的

词义演化中得到印证。º

具有政治属性的民族,发展到 18世纪后开始越来越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作

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和斗争武器,民族主义对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民族利益、打倒封建王权、推翻专制统治

的斗争中,民族主义促进并巩固了民族国家的观念。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

主等口号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而这些口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要求个人自

己管理自己,本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在这期间, 民族、民主和公民个人的关系相

当密切,这是由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决定的。

确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代民族主义的中心概念 ) ) ) 民族, 指的正是这种带

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民族。反言之, 民族主义就是以上述具有高度政治性的 nation

为中心的主义。讨论民族主义,必须以对民族的认识与理解为基础。因为民族形

成于近代,所以民族主义也是一种近代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近代民族的形成过

程中,经过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互影响与作用, 在已有的民族感情的基础

上,强烈地显示出对整个民族及其国家的热爱与忠诚。这是讨论民族主义的基础。

离开了民族的政治属性这一中心,民族主义无从谈起。

不过,进入 20世纪后, 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中, 却夹杂了对上述政治

民族的不同理解。一些文化族群开始以民族主义作为思想武器, 寻求通过民族自

决、民族解放斗争来为自身赢得政治地位, »亦即通过混淆民族概念的内涵, 以文

化族群为基础追求政治民族的新身份, 把民族分裂主义 (即族群民族主义 )包装为

18世纪以来的欧洲民族主义。

梁启超曾经说过, /血缘、语言、信仰, 皆为民族成立之条件, 然断不能以此三

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 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 在 -民族意识 .之发现与确

立。何谓民族意识? 谓对他而自觉为我 0。¼梁氏这里所说的民族意识, 原本建立

在文化相同或相近的基础上,却在现实政治斗争中逐步转化为政治身份: / -彼, 日

本人; 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 -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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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0¹因为有了我和他, 我们与他们的天然区别,分裂主义借助

民族主义的逻辑也就在民族群体自身找到了充足的分裂理由,并由此获得足够持

久的群体支持,也因为在分裂群体内部而有了政治正确性及统治合法性。这跟第

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有着相当程度的

吻合, 也能有效解释分裂主义势力为何总是寻求民族分裂, 而不仅仅只是领土

分裂。

无疑,民族主义的基础来自政治民族的支撑,政治民族又是建立在众多文化民

族共同拥戴的基础之上;而分裂主义的基础来源于族群民族主义的泛滥,其理论和

现实动力均有赖于文化民族的支持。因此,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政治民族,而分

裂主义的核心概念则是文化民族。由于文化民族一方面是构成现代政治民族的组

成部分,同时又可能在分裂主义中扮演关键的推动者,从而使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

直接建立了联系,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政治来看,都使得分裂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运

动找到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依靠。 (如图 1所示 )

图 1 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关系示意图

二、分裂主义的族群依托、政治目标与民族主义

与其他社会科学概念一样,有关分裂主义概念的界定,在学界也有许多不同认

识, º但大都大同小异, 基本上都认为分裂主义是某个团体从它目前所在的国家中

要求更大程度乃至完全的独立主权的行为。»兰州大学杨恕教授的研究结论说得

很明确,分裂主义就是 /居住于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上的某一群人单方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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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现属国家,而谋求新的政治身份的政治诉求,其手段包括了暴力恐怖甚至武装

对抗行为。0¹上海合作组织给分裂主义下的定义,由于其官方背景,同样也引起外

界的重视。根据 2001年 6月上合组织各国签署的5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

端主义上海公约 6,分裂主义是指 /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 包括把国家领土的一

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国家而使用暴力, 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

的行为 0。º

综合上述定义来看,虽然在文字表述上有差异,但都突出强调了分裂主义是一

种政治行为,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无论是更大程度的政治自治, 还是完全的主权

独立, 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寻求特定文化族群从现有国家 (即政治民族 )中分离出

去。因此,在现实政治斗争中, 分裂主义往往依赖某一文化族群的集体支持。正如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卫星指出的那样: /分裂主义的核心推动力, 通常来自该国具

有领土认同、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某少数族群。0»唐纳德#霍尔威茨也认为:

/尽管分裂主义存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联, 但就大多数分裂主义的兴起而言, 最

能有效解释的还是国内的民族政治。0¼这就一语点破了为什么分裂主义常被称为

民族分裂主义的内在原因。½

回顾过去 100年来的世界政治史,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效果来看,分裂主

义总是将特定族群的支持作为他们争取更大政治权力和地位的主要依托。两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的民族独立、民族分裂高潮说明了这一点, 自 20世纪 80年代末、90

年代初以来,分裂主义活动再度泛滥,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俄罗斯、格鲁吉亚所

在的高加索地区,斯里兰卡的贾夫纳半岛,泰国南部四府,苏丹南方民族解放运动,

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等, 都是当代分裂主义的典型

代表。无一例外的是,上述地区的分裂运动中,分裂主义组织都与特定文化族群有

着密切的联系。在高加索主要是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 在斯里兰卡主要是泰米

尔人, 在泰国主要是南部四府的穆斯林, 在苏丹主要是南方的土著黑人,在加拿大

主要是法裔居民,在北爱尔兰主要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在西班牙主要是巴斯

克人。

上述文化族群的构成本身就多种多样,但在分裂主义号召下, 都展开了顽强的

政治斗争,追求独立建国是他们相同的政治目标。原本是文化多元的国内政治和

社会结构,在分裂主义运动中成为引发政治动荡的主因,进而在成功实现分离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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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避免产生歧义,本文还是将民族分裂主义界定为族群民族主义,或干脆称之为分裂主义。



政治民族的身份进入国际体系之中,这是分裂主义的族群依托和政治目标使然。

图 2中的左圈表示一国内部由众多文化民族共同组成的单一国家结构,右圈表示

分裂主义成功后,原先的文化民族脱离其所在国家而成为国际政治体系的新成员,

并与其原先的母国并列成为主权独立的国际政治单位。

图 2 分裂主义:从国内到国际

尽管分裂主义者通常都会将分裂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 ¹但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将上述矛盾和对立简化为不同族群间的对立。魁北克分

裂主义虽然起因于经济因素, 但却总是强调法裔与英裔的群体差异; 1947年的印

巴分治,主要原因在于次大陆上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矛盾, 但真纳却坚

持将之表述为两个民族的对立;台独主义者阴谋分裂国家, 显然出于政治动机, 但

却将岛内人民区隔为本省人和外省人,并以台湾人和中国人分别与之对应, 也使得

分裂主义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

分裂主义从国内到国际的演变和转型, 实际上是文化民族获得政治身份的过

程,分裂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大都借助民族主义的逻辑来为自己

辩护。如前所述,分裂主义的基础在于文化民族。刻意混淆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属

性,这是分裂主义赖以存在的族群依托。正是有了文化民族的集体身份,民族主义

的那套思维便被自然地嫁接到分裂主义身上, 捍卫文化民族的政治自决和主权独

立,成为历史上欧洲民族主义争取民主、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政治斗争在现代国际政

治中的翻版。分裂主义借由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密切关联, 而直接过渡到民族

主义。于是, 分裂主义者及其运动便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 与所在国家的中央政

府或主体民族展开与自身经济利益、政治权益、文化特性密切相连的政治争夺,

分裂主义因为有了民族主义的外衣而具备了理论和现实的 /合法性 0、/正当
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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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族群民族主义到民族分裂主义

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的互动,究其根本原因,主要还是源自文化民族与政治民

族的密切联系。尽管文化民族的群体意识与生俱来,但政治归属却可随着周边环

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从发轫到最终分裂现有国家, 实际上

就是文化民族演变为政治民族的过程。

就现实政治来说,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往往会首先确立自身的政治身份,要求

更多自治权力, 1989) 1991年苏东政治巨变过程中, 东欧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就

是以此开头的;其次是瓦解其所在国家政治民族的单一特性, 以便为两个 (或以

上 )政治民族单位的理论和法律地位提供更多现实依据, 这一点如真纳的两个民

族理论,或者又如李登辉的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0的谬论;第三, 作为政治民族被创

造的前奏,建立文化族群的领土自治通常是分裂主义必经的发展阶段, 如塞尔维亚

的科索沃、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苏丹的南方自治区等; 第四,一旦这种政治自治的

形式获得国家 (或主体民族 )认可和接受, 就会肢解现有政治民族单位,建立新的、

主权独立的国家便成为可能。科索沃在西方主要大国默许和支持下单方面宣布独

立即是一例, 2011年苏丹南方自治区是否在全民公投下实现政治独立是另一个有

待观察的实例。无论怎样,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由于主体身份的改变而成为不折

不扣的民族主义,政治民族的集体意识初步确立, 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属性合二为

一,旧的国家被分裂, 新的民族被创造。

总之,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却在实践中相互推动和呼

应。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分裂主义的政治基础。分裂主义虽然表

现不同,可以是领土分裂 (如台独 )、宗教诉求 ( 1947年印巴分治、北爱尔兰问题 )、

语言差异 (比利时瓦隆语区和弗拉芒语区 ), 但都以特定民族的自决为旗号, 显示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分裂主义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分裂主义刻意塑造

的集体记忆奠定了民族主义的政治认同。贝弗利#克劳福德 ( Beverly C raw ford)在

5/族群冲突 0的迷思: 政治、经济和 /文化 0暴力6一书中指出: /当文化群体寻求特
权或差别对待时,以及当经济因素 (哪怕是非人为因素造成 )导致被界定为文化团

体的人们感到形势异常恶化时, 文化认同都可能向政治认同转化。0¹詹姆斯#费

农 ( James D. Fearon)也持有类似观点: /持久的国内和平不可能通过将某些 -民族
( nat ion) .编入国家就能取得,民族不是自然诞生的, 民族是被创造的, 部分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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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对国际刺激及主要大国政策的反应。0¹可见, 分裂主义通过人为重塑集体

意识, 使文化民族逐步转变为政治民族, 以文化民族为核心的分裂主义,最终演变

为以政治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不过,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终究不是一回事,二者的矛盾对立同样明显。

一方面,从理论上看,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彼此针锋相对,前者试图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新认同,后者排斥国内其他政治单元,以此来树立自身的地方意识和政治

认同。唐纳德#霍尔威茨认为: /无论分裂主义运动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它都是由

国内政治决定的,是由国内不同群体和地区的关系所决定的。0º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胜利往往来自内部的团结,而分裂主义的成功大多得到

外部世界的支持。唐纳德#霍尔威茨指出: /无论分裂主义运动试图取得怎样的

政治目标,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际政治所决定的,是由国家以外的利益和力量

的平衡所决定的。0»其他研究人员也确信, 当今分裂主义试图获得主权独立大都

依赖外部世界的承认和支持,预期中的新国家如果没有外国的军事支持与经济援

助就不可能赢得独立。¼

因此,尽管分裂主义会借助外力和环境的改变而与民族主义挂上钩,但二者就

理论层面而言,实无共通之处。人们常说的族群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 其实质

都是分裂主义。分裂主义之所以有时被等同于民族主义, 主因在于对文化民族到

政治民族的过渡缺乏准确的判断。

结   论

总之,分裂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 通过强化文化民族的政治身份,

借助民族自决权、民主和人权等工具,推动特定族群政治意识的塑造。从实际行动

上看,分裂主义往往诉诸民族对立,但导致分裂主义的实际原因多种多样, 多数都

与民族自决没有关联。

同时,与其把分裂主义归入思想和意识形态行列,还不如把它归入实际的行动

行列。对分裂主义而言,它的核心概念是文化民族,但基本的思维逻辑却是民族主

义的,唯一的目标的就是从现有政治单位 (国家或政治民族 )分离出去, 而民族主

义更多是一种思潮、情感和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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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从理论角度来衡量,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也没有必然关联;民族主义是在

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行动,强调的是对既有政治目标的效

忠,它反对的是凌驾在民族和国家之上的统治者和意识形态, 从方向上看, 它是由

外而内、自下而上的发展的; 而分裂主义则是在既有政治单位内谋求更高政治地

位,同时不择手段分裂现有国家,从方向看,它是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发展的。

民族主义就其自身发展而言,本无分裂国家的特性及追求, 但在现实政治中,

分裂主义以民族主义为旗号,将个人、党派、团体和地方的利益,包装成文化民族的

集体目标,混淆了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属性。

文化民族追求政治身份,导致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分裂主义运动高涨、民

族冲突烈度加大、民族国家数目激增、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断重塑世界政治。这

一现实充分说明在民族问题上,文化与政治属性的互动是世界各国和地区民族冲

突、分裂主义盛行的主要特性。

简单地说,文化民族追求政治身份,是当代世界政治中各国和各地区民族冲突

的基本范式。所谓追求政治身份,实质上就是有关民族群体对其目前所在国家政

治上的不认同, 这种不认同所催生的则是当代困扰那些多 (文化 )民族的国家的分

裂主义。

回顾过去百多年来的世界政治发展, 诡异的是,新独立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并

不取决于文化族群的民族同一性,而是取决于政治意识的一致性; 但 20世纪世界

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案例又表明, 在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中,认同的合法性却又

大多建立在族群的同一性基础上,这使得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的关系愈加错综复

杂。文化民族经由政治组织的操弄, 结合外部势力的干预,往往成为日后政治民族

形成、政治身份认同的主要基础,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族冲突频发、分裂主义甚

嚣尘上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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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AL TOPIC:

The H istory and Theories of Secessionism

Defining Secess ionism Yang Shu ( 1)…………………………………………

Secession ism refers to the systemat ic thoughts and actions o f a part of the

populat ion o f a country that are aimed at separating the territory in w h ich

they live from that country, w ith the objection from the country they

presently be long to, and atmerg ing w ith another coun try or estab lish ing

a new one. Request for territo ry, exclusive identity, and secessionist or2
gan izat ions are the three core elements o f secession ism. The emergence

o f secessionism often comes from a comb ination o f c lose ly linked po lit i2
ca,l econom ic and security factors. H ow ever, the cultura l factor is the

fundam enta l one.

An Analys is o f the Threat o f Secession ism to

Nationa l Security L i J ie ( 14)………………………………………………

As a serious threat to nat iona l security, espec ially the core security o f

one country, secession ism no t only endangers the integr ity o f a countryps
territory, sovereignty, and nationa l iden tity, but also d irectly threatens

nationa lm ilitary security w hen v io lent methods are applied by the sepa2
ratists and when outside interferences ex is.t Secession ism is a trad i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instead o f a non2traditiona l secur ity one. China is fa2
c ing a serious threa t of secession ism. It would be dangerous to exp lain

Ch inaps core security interests by simply applying wW estern theo ries.

On Nationa lism and Secess ionism Wang L ian ( 29)…………………………

The founda tion of the separat istmovem ents orig inates from the prolifera2
tion o f ethno2nat ionalism, whose theoretica l and practica l dynam ics de2
pend on the support o f the concept o f the cu ltural nation. Th is concept

a llow s separatists and secession istmovements to f ind a theoret ical and i2
deolog ical basis for nationalism. A s a result of manipulat ion by po litical

organ izat ions, as w ell as the intervent ion by ex terna l forces, the iden tity

o f a cu ltural nation often becom es them ain basis of the establishmen t o f

a new po lit ica l nat ion. Th is is a lso the key facto r in the frequent ethn ic

conflicts and w idespread secession ism in thew orld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