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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 

付立华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100) 

摘要：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无可阻挡，趁此勃兴的民族主义也大有铺天盖地之势。除了二者的分歧和抵触， 

我们更应看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民族主义参与并纠正了全球化，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扬使全 

球化向更公平、更理性的方向发展。全球化也冲击着民族主义理念中的狭隘层面，并为处于转折关头的民族 

主义的发展提供前提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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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Nationalism and GIobalization i| 

FU L —hua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 ，Jinan 250100，P．R。China) 

Abstract：Nowadays，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is inevitable At the same time，nationalism is also de- 

veloping vigorously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m。they als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positively，As a part of globalization，nationalism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globalization。Nation- 

alism maintains and improves national culture-which consequently spurs globalization to develop fairly 

and rationally．In the meanwhile。globalization also impacts the weak points of nationalism。providing 。 

the precondition for nationalism，which is now at the crisis of further development，to develop towards a 

better dir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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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是一个民族自决、民族 自主的时代，又是一个全球化 日益铺展的时代。全球化浪潮无可阻 

挡，趁此勃兴的民族主义也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人类价值的最高层，这是民族主义的 

本性，它与日益拓展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抵牾颇深，但从另一侧面考察，民族主义也纠正着当前大国为 

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及国际游戏规则的不公正性，特别是对强国制定国际规则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霸权理念和行为作些必要的纠正。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冲击着民族主义理念中的狭隘层面，并 

为处于转折关头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前提性条件。近年来，探讨全球化的作品可以说俯拾皆是，探讨民 

族主义与全球化关系的文章亦有不少。但是，学人们大都较多地注意到了两者的分歧和抵触，即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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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I 
对全球化的绊磕和全球化对捍卫国家主权及民族文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冲击。当今世界政治的发展也 

的确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的是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

、当代民族主义、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从历史考察，近代民族主义早已产生，但民族主义一词直到 1884年才出现于社会文本中。今天，民族 

主义已成为支配现代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之一。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 

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 

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 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人类价值的最高层，这是民族主义的本性。从文 

化意义而言，民族主义本身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在心理层面上的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体验。同时，把民族主 

义理解为一组政治理念也是符合逻辑的。从历史上看，这一理念是从受过教育的、高智商的团体传播开来 

的，对于曾经是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民族主义是“进IZl的时尚”， 鄹呲 但这丝毫并不降低它对整个 

国家和地区的精神动员作用，在本国处于殖民地阶段时，它动员人们为本民族的独立努力奋斗，民族主义 

的情绪一旦被激发 ，就会崩发出宗教般的热情和魅力，人们在其引导下就会赴汤蹈火，勇往直前。在民族 

国家取得独立后，他们又以民族主义为精神联系纽带，维护主权独立地位、为本国争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 

益推动本国现代化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由初始形态发展到了扩展形态。20世纪上半期英国自治领的独 

立及发展便深深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特别是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国家主权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国际冲突 

和动乱的焦点 ，民族主义似乎有被历史消解之势，但局部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且大都以暴力出现，如犹太 

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国家之争，长期使英国头疼的北爱尔兰问题等，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特别是 

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迷雾散去以后，民族主义的冲突又以非常抢眼的速度冲到历史的前台，这种民族主义 

的新崛起，是对全球化国家危机的反应。从全球范围看，意识形态冲突结束和全球经济进入基本一体化时 

代，各地的经济利益互相连接，全球大市场 Lt益渗透到各个国家，各个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民族 

国家，使之在全球化经济和统一的国际市场上越来越不能成为行为的主体，使民族主义失去了依托，但在 

同时，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后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激化了民族矛盾、种族 

矛盾，民族主义的冲突普遍爆发，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 

并没有更接近。自相矛盾的是，当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 

时，民族主义恰恰在这个时候抬头了” 弟 则。并且，民族矛盾与种族、宗教的矛盾结合于一起，使国际政 

治变得异常复杂，大有变幻莫测之感。但是，这似乎一夜之间升腾起来的民族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 

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和强度在全世界铺展开来之际。但当代民族主 

义的大规模涌起，也在有形或无形地改变或影响着全球化进程。 

今天，对全球化一词的熟悉 ，即便不可说妇孺皆知，也至少为各位学人混熟于口，但对该词的真正理 

解，特别是与民族主义既有龃龉又有 良性互动关系的全球化，就不是人人所能把握的。就其基本含义来 

看，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与国家之间彼此阻隔的原始闭关状态走向全球化社会的变迁过 

程，是一种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和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的现实运动。_41(第 一 如果 

从历史眼光来考察这一运动，从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使“世界主义”流行，这一运动便开始启动，但全球 

化真正在较大范围，或说几乎遍及整个世界范围内展开和世界各国真正认识到并进入全球化进程，还是二 

战以后或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本文无意探讨其历史发展进程，只想把重点放在近几十年全球化开始全 

面拓展的时代。现在，全球化可以说已经遍及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行为 

方式。当代全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全球化在很大意义上是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 

各领域内强制推行大国规则的一种遍布全球的潮流或运动。在许多人看来，全球化是一种令世界各国欢 

欣鼓舞的促进全球进步的一剂良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的确如此。但深层考察，我们便会发现它并不象 

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资本主义各国全力推行全球化的首要和最大 目标，是在世界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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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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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赚取财富，并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球各个角落，建立所谓的资本主义优势文化。这种全球化在经 

济方面加剧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使南北差距加大；在文化领域内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 

文化严重受损，很多人失去了精神依托，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难以定位。在把握全球化的强制性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毕竟是现代化奔涌向前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时代潮 

流 ，那些人为的顽固阻挡只能是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愚蠢行为。我们尽力做的，是让这一进程逐渐走向平 

等、民主和文明，使之有利于大多数围家和地区，而不只对大国有好处。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正好充 

当了这一角色。其二，全球化进程中充溢了太多的霸权行为及不平等关系、不公平规则及秩序。全球化由 

大国主宰，大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不公平也随之产生，特别是在整个国际社会秩序并不怎样良 

好的今天，国家利益的纷争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着相当大的比重。即使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和 

更为理性，在可预见的将来 ，这种状况也不会改变多少。 

二、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对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内涵作一大致的考察之后，我们不难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相互抵触 

的。民族主义的内核是“个人权利”的思想，这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原动力。‘ 坝 当代民族主义强调的是 

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强调他们的“个体价值”，而全球化则更注重全球领域的流通和大国规则的运行，更强 

调大国的“全球价值”(确切说来是大国价值)。无庸讳言，全球化将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使我们不得不对 

民族国家这一传统概念所蕴涵的诸如主权的绝对性 、排他性、经济的自主与独立等若干问题进行新的审 

视。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会议确认主权原则作为国家交往的基本准则以来，主权的不可让渡和民族自 

决曾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然而在全球化面前，这一切都必须重新定位，这些都是对民族主义的 

巨大冲击。同样，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对国家主权观念和国家政府职能的固守，以及强调 民族文 

化的难溶性、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也常使全球化裹足不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冲突(如价值趋向、 

民族精神、宗教信仰等)进一步凸现，使全球化遭到颇多批评，这些都会阻碍全球化的深入。今天，民族主 

义和全球化的主要分歧仍是国家主权的可否让渡及文化的是否可溶的问题，这点学界已多有论说。不再赘述。 

然而，我们更应看到在当前和未来形势下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 

其一 ，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良性影响。纵观历史，全球化的全面展开是民族主义极力推动的结果。民 

族主义自近代产生以来，从其发源地欧洲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民族主义参与并纠正了全球化。19世纪的 

民族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建成一系列民族国家，这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拓展，即 

全球化的最初启动，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钱乘旦先生曾经认为“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的 

起点”。。“鄹则，而现代化进程本身也就是全球化运动。近代国家体系形成以后。由于把民族国家视为权力 

合法性 、合理性的重要渊源，从而使民族主义成为极具动员能力的意识形态，并产生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殖 

民主义，不管对其进行怎样的价值判断，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拓展。对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入有 

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又牢牢地控制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情绪 ，并激发他们对实现更现 

代化的生活方式的热切渴望。加上清教的扩张精神，使全球化迅速的全面铺展开来。但在全球化拓展的 

同时，不合理和不公正也随之产生。而传播到殖民地和欠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动员本国人民取得独立 

以后，便展开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使处于初级阶段的全球化日益理性和公正。当代民族主义(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切入点是对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纠正。20世纪 90年 

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拓展，全球化从最初的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政治 

色彩越来越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进程决不是全人类牧歌式携手共进的历程，其间充满了风险和 

不公平。西方把 自己的民族制度、价值方式强加给世界各国，来维持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并 

以自由、民主理念强制推行大国规则并掩盖进程中诸多的不平等。在这一进程中，弱小民族不仅在政治上 

受到压抑、民族文化也受到极大冲击，当代民族主义对本国文化的尊重、主权的维护和幼稚工农业的保护， 

无疑在纠正着全球化中的霸权理念和侵略行经。正如民族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在各文明冲突成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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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主义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_ 
的主流因素之际，在各个国家腾然而起的民族主义回归的浪潮乃是对几乎遍及全球的强劲、强制西化浪潮 

的一种回应和必要纠正。民族主义要求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求本国和先进国家相抗衡，尽最大可能的维护 

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要求本国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文化发扬和传统维护，抗衡西化，特别是抗衡颇具强 

制性、丢失民族优良传统的西化。这种要求和呼声是从历史和现实比较中得出的，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 

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扬使全球化向更公平、更理性的方向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 

意识到不同文化共存的价值和意义。许多西方学者都已经认识到把整个地球文化变成纯粹的西方类型文 

化的荒谬性。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多样性丧失之后，任何优势文化(假如有优势文化存在的话)都将面 

临灭顶之灾。因此 ，捍卫民族文化是目前难以抗拒且急待解决的难题 ，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有利于民族主 

义。只有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和优秀传统的保存，才能使全球化进程得以继续下去并真正向正常的、理性 

的方向发展，也才使全球化进程表现的富有生机并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民族主义对文化多样性的保存， 

也使之成为抗衡西方全球化的同化关系的一股强力，从而使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 

提醒西方强势文化不要过分张扬其扩张性，同时也告诫发展中国家要用民族主义释放的强大能力来限制 

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霸权行为。这种张力达到的平衡才会使整个的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与此 

其二，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对民族主义的良性影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全球化的深人为民 

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向。从一般意义上讲，不能说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民族主义在本质上 

是和领土主权 、国家独立 、民族利益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风俗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但今天的民族主义，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而兴起的一种思潮。全球化使以前各个互相 

隔绝的民族互相接触 、交流和碰撞 ，并从中认识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产生 

了民族意识。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化促成了当代民族主义的勃兴，且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自我 

认知、自我意识的中介。它不仅从侧面刺激民族主义的觉醒，同时还冲击着民族主义话语(意识形态)中的 

某些狭隘成分，例如民族主义中包含的极端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不仅不利于全球化，而且也最终会 

因其封闭性损害本国利益，而全球化浪潮的出现，硬性冲击和改变着此类的狭隘层面，这本身就是一种进 

步。况且，全球化理念中包含有关注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 ，即“整个世界的总问题”或“人类的陷阱”，如 

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扩散、恐怖主义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符合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因而得 

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推崇和尊重。另外，全球化使得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成为全球化通行的标准 

状态，这是对传统国际关系，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进行挑战的同时，更是对整个人类问题的 

长远关注和对民族主义包含的狭隘国家主义的纠正。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民族主义走向了何去何从的转 

折点，它是否如历史那样可以重新集结成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不得而知，且与之结合或诉求的政治权力，是 

尊重还是割舍和平、理性 、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观念?全球化旗帜下的自由主义的理念，比其他意 

识形态更能保证多元、平等、民主、理性、和平的现代文化，当代民族主义是要造就一个真实的民族“命运共 

同体”，还是要根据人类所认同的普遍价值观念，尊重其他的民族共同体。否则，当代民族主义的前途就会 

暗淡无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浪潮会防止民族主义走向迷途并为其提供指路明灯。 

三、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良性互动引向深入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共存的世界，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的大国强制推行特征及全球化浪潮 

的不可阻挡之势，又要明了民族主义本身的优缺点及其对全球化的巨大贡献，在看到两者分歧的同时更要 

努力将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向深入。 

其一，在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努力使之在更加理性和文明的状态下运行，倡导不同民族和民 

族国家的共赢共存 ，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 

往和沟通，谋求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与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这样 ，我们才能把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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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集中化与分散化、求同性与存异性、全球化与本土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二，民族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作用，如民族主义中某些成分和倾向的 

过度膨胀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极端民族主义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我们要创造良好 

的国际经济环境，改造以不合理的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旧 

秩序，努力消除或减弱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使各民族国家拥有独立的经济主权，这是消除民族主义 

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在当今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要尊重其他民族或国 

家的合理追求和利益，强势民族国家不能凭借其经济强势攫取过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对弱势民族实行文 

化霸权，任意推广自己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 

其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觉地维护民族文化的完整、发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价值，使政治权力不被 

侵蚀，是21世纪民族主义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和优秀传统的保存，使之成为与西方全 

球化的同化作用相抗衡的一股强力，从而使在两者之问保持一定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达到的平衡才会 

全球化得以真正继续下去并向正常的、理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会使全球化 

进程表现的丰富多样和富有生机。 

为使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良性互动走向深入，我们一定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强调民族主义的作用时 

对本民族主权、文化、价值观念的绝对推崇和固守并过分夸大全球化进程的弊端，即心理学上所说的“自 

恋”情结，这只会导致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并早晚会走向死胡同。另一方面，也要切忌过分强调全球的一体 

化特征而消解自身的民族认同，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更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不仅会丧失本民族的优 

秀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出现众声喧哗而独无我的尴尬局面。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全球性格局下，放 

弃自己的民族特色文化、优秀文化无异于放弃自己的民族生存权 ，民族文化的生存权，真正堵塞本国文化 

走向世界的道路。全球化不是谋求某种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上的统一，而是争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 

的共存，所以“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 ‘帚鹌 努力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问。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保持民族国家主权、民族优秀文化和推进全球化进程 

有机结合起来，不可偏废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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