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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得分 ：77.79
关注度 ：★★★★

内涵：以自我民族利益为基础而进行思想或运动，为了维护本民族利益，不惜反对、排

斥其他国家和民族。

代表性主张：为实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任何手段。

随着对外开放交往、交流、交融的

日益深入，2016 年国内涉及民族

主义事件时有发生，如“赵薇事件”“南

海仲裁案”“‘萨德’事件致中韩关系

的危机”“韩国艺人拍摄辱华广告事

件”“里约奥运中国国旗出错事件”等，

都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且言行较之

往年有了新的特点。

民族主义情绪多由国内外公众人物不

当言行激发

盘点 2016 年，国内最引国人关注的

民族主义事件当数“赵薇事件”。2016

年 4 月 25 日，演员赵薇在其实名认证

的新浪微博上发布电影《没有别的爱》，

引起轩然大波，随之遭到广大网友的质

疑和抵制，理由是：该电影主演戴立忍

曾参与台独相关活动，而另一名日本演

员水原希子曾为辱华照片点赞。有网友

还翻出十几年前赵薇“日本军旗装”事件，

指责她“挑战国人的底线”，“没有国

哪有家；没有祖国，哪有你的人生赢家”。

2016 年 7 月，韩国选手在韩国格斗

真人秀《Road Man》的掰手腕比赛中

民族主义需要理性引导与约束
赵  丰

国内动向：

“帝吧出征”事件：“帝吧出征”是一场以90后

青年群体为主体开展的一场以“不打台湾，专攻台

独”的自发性宣传运动。2016年1月20日，百度第一大

吧“李毅吧”宣布开展“FB圣战”，组织“帝吧观光

团”在三立新闻、苹果日报等台独媒体的Facebook主

页大规模刷屏，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表达反对台

独的立场。

“爱国群众”抵制肯德基事件：南海仲裁案催生

了多地“爱国群众”抵制肯德基事件的发生。2016年

7月17日，唐山乐亭“夏日购物”大楼，几名男女站

在肯德基门口，拉起红色横幅，横幅上写着“你吃的

是美国的肯德基，丢的是咱老祖宗的脸”。据媒体报

道，包括湖南、浙江、江苏在内的全国多地都发生了

抵制肯德基事件。

里约奥运会弄错中国国旗引发民众强烈不满：2016

年8月7日，在里约举办的奥运会出现了“颁奖仪式中

国国旗错误”事件，这一错误也引起不少民众强烈不

满，认为五星红旗是国家的象征，不容有任何问题，

并要求追究责任。 

国际动向：

英国脱欧引发潜在的“离心力量”：2016年6月24

日，英国根据公投计票结果表示，选择退出欧盟。随

后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均表示要脱离英国。爱尔兰新芬

党表示，他们将会就北爱尔兰独立、爱尔兰统一举行

新的投票。苏格兰首席大臣则表示：“苏格兰视其未

来属于欧盟一部分。”这预示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可能

脱离英国独立。



Jan,2017  /  PEOPLE'S TRIBUNE 29

殴打中国选手；不久，韩国艺人朴宝剑

为美国运动品牌 K-SWISS 拍摄的一条

广告又引起了争议。场景是一场围棋比

赛，主角名牌显示的是朴宝剑，而与他

对战的人，名牌显示的是“万里长城”。

而这位“万里长城”不仅形象被设计成

又矮又胖、脖子上戴着粗金链子的大叔，

还在随后的斗舞比赛中被一名女子扇耳

光。看过广告的中国网友质疑道：就算

出于广告需要，代言 K-SWISS 的朴宝

剑需要在围棋比赛和斗舞比赛中胜出，

但真的有必要将对手塑造成一个名叫“万

里长城”的胖大叔，还让他被打脸么？

有网友认为，退一万步讲，就算朴宝

剑真的不知道“万里长城”指中国，

那也只能说明他的公司不尊重中国及

中国市场。

以重要事件为契机进行反思

2016 年触动国人民族情感的莫过于

“南海仲裁案”。从政府到民众都表达

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

也不怕事”的态度。可以说民族主义在

南海事件上得到了集结和再发展，未来

的走向可能会凝聚民心、增强对外的抵

抗力。

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的精神和心理

基础。人以群分，现代国家更多的是按

民族来划分。因此在国际关系中，民族

主义成为了一种国家的旗帜：对外它宣

扬着国家主权和外交政策等，对内它推

动社会建设和民主进程。从政治建设上

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从社会

建设来讲，民族主义更代表着一种认同

和归属感。

由于我们长期奉行“韬光养晦”的

政策，过去民族主义以一种温和的方式

发展着。从 21 世纪开始到如今的最大变

化，则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

强，民族主义逐渐呈现出一种强硬的态

势，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反对和抗

议，而是在很多国家竞争和战略冲突中

有所作为。

在南海问题上，国内民众除了抗议

南海问题仲裁庭的不公正仲裁，也在理

性分析南海事件的由来。如今已经不是

谈论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了，而是我

们应该如何利用民族主义去维护我们的

国家主权和利益。

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生相伴。在

现代化过程中，爱国主义必不可少。爱

国主义是对家乡、故土的依恋，尤其是

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他们并非要从

国家获得好处和利益，而是对故土家园

天然的依恋之情，即使祖国贫弱，他同

样会爱着这个国家。爱国主义一旦混入

对他国社会共同体的歧视，同意为本国

利益牺牲他国利益，就成为民族主义。

因此，爱国主义是内向的、防御性的。

民族主义是外向的、进攻性的。应防止

民族主义在“爱国”这个良好动机下，

违法也变得“有理”，胡闹也变成“义举”，

传播谣言更“算不了什么”。

底层民众往往是民族主义最为强烈

的群体。纵观近年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

发展，可见“草根”往往是民族主义情

绪最为强烈的群体。很多底层民众对自

身的境遇不满，想从外部寻找慰籍。一

旦受到一些涉外事件的诱发，被掩盖在

“正义”旗帜之下的民族主义诉求就要

找到渲泄口。而在某些人的操纵或者某

些事件的推动下，他们往往成为敢做敢

为的先锋。

【摘要】尽管 2016 年国内发生了许多关涉民族主义思潮的事件，有的波及范围很广，但总体而言都在可控

之中。党和政府应该将民族主义往良性方向上引导，应该建立和完善法治体系，强调爱国也应守法，不能以“爱

国”为借口侵犯他人权益、破坏社会秩序。

【关键词】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南海仲裁案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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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出现

分化。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知

识分子之间的广泛共识时期已经结

束，在涉外问题上，一部分知识分子

从对民族进步的期待出发，对民族主

义一旦走向极端将可能产生的消极后

果表示担扰，主张稳健的开放；另一

部分知识分子则从理想主义者的立场

出发，经由对民族主义的认同，变为

狭隘的爱国主义者。

民族主义虽对社会发展造成影

响，但总体可控。近年民族主义的种

种表现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它会加深一部分人的内部认同，也会

排斥一部分群体，但总体而言仍然是

可控的，党和政府应该将民族主义往

良性方向上引导。应该建立和完善法

治体系，强调爱国也应守法，不能以

“爱国”为借口侵犯他人权益、破坏

社会秩序。而真正的法治，必须是

个人、团体和组织都受到法律的约

束。这样才能避免个别人操纵民族

主义，也能使得民族主义受到理性

的约束。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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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中 

2016 年是国际民族主义异常活跃的

一年。作为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一股

反制力量，民族主义不仅仅在全球化的

非中心区域有着强劲生命力，而且在全

球化的策源地和中心地带也出现了力量

对比逆转的新趋势。主张美利坚民族主

义的特朗普意外获得美国总统大选的胜

利、英国公投脱欧成功、欧洲多国极右

翼民族主义势力挤入主流政治圈都说明

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在西方世界的快速

上升已然成为了 2016 国际民族主义发

展新动向。

占据上风的美国孤立主义与种族主义

主张值得关注

2016 年 11 月 9 日，美国总统选举

结果正式揭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

德·特朗普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

里·克林顿，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这

场选举不是简单的总统换届，在一定程

度上意味着美国主流民意及其政治代表

人物向孤立主义的转向。特朗普和希拉

里二人选举政纲的对垒，恰恰象征着民

族主义和全球化在美国国内的对垒。特

朗普一反西方政治人物之常态，提出了

一系列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

赢得了大量选民（尤其是白人）的叫好

与支持。

从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出发，特朗

普宣扬美国利益至上。特朗普认为美国

为维护后冷战国际秩序承担了过多的

义务而忽略了自身利益考量，美国必

须面对经济全球化给自身带来的不利

影响，采取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政策，

让美国公司回归本土贡献税收并在外

贸中确保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劳工就

业率。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主张得

到了半数美国人的支持而使特朗普成

【 摘 要 】2016 年 西

事件，对近代以来

某种程度的停滞甚

【关键词】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让全球

功当选，这使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

程将受到强烈的冲击。

英国脱欧：民族主义对区域一体化进

程的冲击与反制

2016 年 6 月 24 日，英国脱欧派以

52% 的得票优势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胜

出，标志着英国这个欧盟重要成员国在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从半心半意的支持者

转变为公开的离心力量，并引发一系列

的连锁反应。英国公投脱欧后，脱欧论

调在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也不断升

高调门。

欧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

域一体化组织，因而，也成为了本区域

内各国民族主义反弹最强烈的区域一体

化组织。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成果，本区

域产生了共同的货币、议会、法院、防务，

人、财、物在本区域基本实现自由流动，

并且本区域间很多国家都撤销了边界管

制。然而快速一体化的步伐，也同样刺

激了各国反对区域一体化的民族主义力

量的发展。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区域一

体化的步伐在欧洲一直向前，欧洲各国

反对区域一体化的民族主义力量始终处

于相对弱势。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的通

过，构成了欧盟一体化过程中最严重的

一次挫折，也进一步助长了欧盟各国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