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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chanism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refers to the inherent regularity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and environmen-
tal factors needed.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such as multi-ethnic universit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echanism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needs three bases: first, the promotion of communication needs to be 
guided conveniently, and the resources are fine and silent. The second is to 
realize that ethnic exchanges ar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individual ethnic 
groups, without the need to deliberately emphasize national identity.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n external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promotes the so-
cial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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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进民族交往的原则：春风化雨 

党的十八以来的民族工作会议，都在强调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但

这种促进最好的方式，是自然而然地引导，使得各个民族自如地交往交流。

或者说，不是为了交流而交流。最现实的符合人们交流习惯的方式，是通过

建立一些交往的机会或平台，比如共同工作、学习、游戏、旅游等，在这种

共同的行动中，实现了自然的交流，从而实现了民族团结[2]。 
民族交流应该建立符合人性的自然的交往方式。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

尽可能避免强推式的民族交往。我们可以脑补这样的画面，假如学校组织不

同民族的同学坐在一起交流，同学相互间可能会产生尴尬。我国在新疆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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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聚活动[3]，从 2014 年开始，干部下乡。这种群众路线运动，有促进民族交

往交流的目的和功能，已经有了大量的经验总结值得我们深思[4]。 
就民族交往而言，应尽可能多地建立和创造民族交往的机会和平台。在

这些交往平台之上，各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接触。接触发生

在润物细无声之处，潜移默化之中。 
多民族大学可作为民族交往的平台，但大学绝不是为民族交往而建。全

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们来到这里，主要任务是为了学习。人际交往，民族交往

都是附带的。但学生们想到的不仅仅是学习，学习是主业，但人际交往依然

很重要。十八九岁，青春懵懂、意气奋发，对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文化，甚

至不同长相的同学，自然充满好奇。学习的同时，也在进行各种人际交往。

甚至有学生把学习当成副业，而把兼职、人际交往、恋爱、体验都市生活当

成了主业。大学里人际交往还是比较重要[5]。知乎高赞里有提问是大学里学

习重要还是人际关系重要[6]。 

2. 重文化交往而非民族身份交往 

人们习惯于从某个方面将人划归为某一类。男人、女人是一种划分，民

族也是一种划分。区别在于，男女性主要根据生理结构划分；民族主要以文

化差异来划分。当然，民族间的划分相对复杂，可能还包含人种差异。只是

现代社会，种族差异基本被忽视掉了。 
从民族方面来说，文化的差异才是真的差异。在中国，我们知道存在自

小在上海长大，说的一口上海话的黑人；有在北京长大，说的一口京腔的外

国人、哈萨克人；有在成都长大，说的一口地道成都话的维吾尔人、藏族人。

他们和周围的人只是长得不一样，但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几乎

没有任何差别。如果长相又比较像的话，他人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土生

土长的本地人，比如有些在内地出生长大的藏族人、蒙古族人、哈萨克人、

维吾尔人等就是如此。这些人和周边的人交流完全不成问题，皆是文化差异

比较小的因素。如果把影响民族间人际交往的因素按照重要性排列出来的话，

按照常人的思维，首先就应该是语言，其次是宗教及生活习俗、思维观念、

外在形象等差异性了。 
所以，民族间交流，首先应当具备交流的工具。其次是有能够持续交流

下去的共同点，如三观是否一致。再其次，可能才是生活习俗的差异性。最

后才可能是什么颜值。如果放在个体层面来看，“始于颜值，终于人品”，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但基本前提是有共同交流的语言。语言是民族文化的

根本，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根本。不同民族语言的个体必须具备共通的

语言才可进行交往交流，对我国来说，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7]。
除了语言，附着于民族之上的宗教、生活习俗等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逐渐会

呈现出来。我们关注的是，两个文化差异较大的民族个体，进行正常的交流

交往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从访谈结果发现，以民族身份来看待人际交往，民族间矛盾往往是文化

矛盾，而非民族矛盾。民族的差异可能有冲突，也可能很快消解掉，有的还

会成为好朋友。同一民族的反而可能相处不好。印象最深的有个维吾尔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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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她初中到高中都住校。从她的言谈中，根本感觉不到维汉之间的差异。

她从小上汉校，维语也懂，和汉族同学一起长大。她说的一口典型的新疆普

通话，不看本人，根本区分不出来她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她思维很活跃，

总是微笑着的，问她关于民族交往存在的问题，她总是能够尽可能地从非民

族问题意识的方式来看待同学之间的相处。 
我作为研究者则是恰恰相反。和我一起做访谈的小伙伴说，我总是试图

将个体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用民族的变量因素来解释，并且我总是喜欢引导被

访者，让对方也认为这是民族间的问题。我这种思维显得不够客观理性，缺

乏社会学应该具有的价值中立观念。而且在现实中，也确实没有那么多我以

为存在的民族问题。随着资料整理的逐渐增多，我也慢慢地发现了我当初存

在的固化思维方式。如果说从民族视角可以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结果，那么跨

文化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视角，民族本质就是文化。 
所以，以民族区分人类个体，将其类属化，自然以民族视角分析人际交

往。然而，这种研究视角容易忽视人际交往的共同性，也容易强调人与人的

差异性。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民族不是问题，文化差异才是问题。民族交往

更多是跨文化交往，谨防文化问题民族化。 

3. 民族交往的个体基础：走出去 

民族大学中，有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彝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学生，

其文化和主体民族汉族差异较大。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教育和成长的生命

历程中，他或者她与其他民族个体是如何交往的。同时需要了解，这样的交

往是基于什么交往机会或平台，什么社会情境。这种交往给他带来的印象和

感觉是什么，后来的发展如何？各种短暂的、偶遇的、刻意的、长期的、频

繁的、密切的、美好的、痛苦的、甜蜜的，等等，这些交往的体验和感受。 
每个来自民族聚居区的学生，都有一个在其成长历程中与其他民族个体

交往的经验历程，或者说是成长历程中的民族交往的记忆点滴。这里存在三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个是民族聚居区；二是走出来；三是走到哪里。研究民族交往，选择

文化差异比较大的民族，更有意义，这样文化的对比较为明显。另一个方面

是，从传统民族聚居区走出来的民族个体，特别是与中原(内地)生活方式有

较大反差的生活环境。而民族聚居区，恰好说明某个单一民族聚居的场所，

有着较为统一的传统的单一的民族文化，受其他文化影响较小。成长于这样

的社会环境中的某个民族个体，是最有意义的，最值得研究的。这是前提。

诸多经典人类学家的研究亦是如此。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跨越文野之

别，开创了研究本民族的先例[8]，我们这种研究不无不妥。 
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个体，在目前的中国来说，很少走出去。

那些能够走出来的个体，并且与其他民族有机会长期接触交往的占据少数。

这些走出来的个体，往往是通过做生意、工作、考学等等。我国的目前政策，

是鼓励走出去。国家政策鼓励方面有很多[9]，比如选拔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

参加内初班、内高班、民族班；利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降低录取分数线录取

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读大学；政府安排内地工厂招收少数民族工作人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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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现在需要做的，是检讨这些年以来的民族聚居区个体走出去的战略，

或者说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问题[11]。主要是考虑如何让这些走出民族聚居

区的民族个体能够比较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大

学生走了出去，融入了主流社会。 

4. 结语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需要遵循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律，不能刻意地有意而为

之，不能为了交往而交往，应当创造交往的条件，交往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进而，民族交往需要注意文化之间的差异，或者跨文化交往，而不是简单地

带着刻板印象的民族身份的交往。强调民族身份的交往，容易导致民族间的

隔阂。从跨文化的个体交往的视角，避免了过于关注对方的民族身份。最后，

促进民族交往需要民族个体的社会流动，离开民族聚居区的民族个体，各民

族个体之间才有可能交往，多民族的大学就是最好的民族交往的社会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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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各民族大学生交往交流机制的基础 

摘要：民族交往机制，指的是民族交往内在的规律性以及所需要的内部和外

部的社会环境因素。在多民族大学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依据规律建立民族交

往的机制需要有三方面的基础：首先是促进交往需要因势利导，润物细无声。

其次是要认识到民族交往是民族个体之间的文化交往，无须刻意强调民族身

份。最后需要创造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外在社会环境。 

关键词：民族，交往，机制，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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