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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观点与看法，即对所处世界的朴素解释［82］。民

众对民族划分的解释与看法就是民族内隐观。主

要有两种不同的民族内隐观: 民族本质论与社会建

构论。民族本质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特殊的本

质，它们内在于事物，可以解释事物如何反应 ( 行

动) ［83］。族群具有根深蒂固的本质，决定了人们的

心理与行为特征，这种特征不因为人为干预而改

变。种族、族群差异是由生物本质决定的，生物本

质决定了族群成员的稳定的人格特征［84］。社会建

构论则把关注的焦点从个体内部世界转移到人际

互动领域，关注人们之间的互倚性和联合行动，主

张民族仅是在历史情景中由于社会、政治因素建构

起来的，民族分类是动态可变的，所观察到的差异

并不能够反映族群的本质［82］。
民族内隐观对社会认同与群际关系影响巨大，

当对人的某些属性持有不可变的观点并且将这种

特性赋予特定的群体时，这些人就将社会身份视为

不可改变的实体。这时，社会认同心理效应就被加

强，群体边界就被固化。但是，当对人的某些属性

持可变的观点时，社会身份不被视为确定不变的实

体，社会认同心理效应将被弱化，群际关系就得到

改善［85］。因此，民族本质论者会表现出更多的刻板

印象和群际偏见。研究表明，民族内隐观影响个体

对种族信息的编码和对种族差异的知觉，影响少数

民族个体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和文化框架的转换［86］。
因此，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时，应该注意不同民

族与个体的民族内隐观: 持民族本质论观点的人在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时会存在某些困难; 而持社会

建构论的观点将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利于培养积极的民族关系。
不同的群体往往持不同的民族内隐观: 处于族

群边缘的群体更可能持社会建构论观点，处于族群

中心的群体更可能持民族本质论观点。这是由于

处于族群边缘的群体与其他民族接触更多，并且持

开放包容态度，群际接触增加对群际共同性和相似

性的感知，可以减少差异感［87］。处于族群中心的个

体或群体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与其他民族接触，他

们更可能持民族本质论观点; 大群体成员更可能持

民族建构论观点，小群体成员更可能持民族本质论

观点，以提高族群身份的重要性。当小群体的身份

被忽视时，他们要利用民族本质论强调或凸显身

份，以便保持文化的独特性; 大群体并不抵制与其

他群体的融合———因为这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化

独特性; 低地位群体更可能持社会建构论观点，高

地位群体更可能持民族本质论观点———因为高地

位群体成员通常会被鼓励保持独特性，对本族群的

认同感更强，不愿与低地位群体产生联系。低地位

群体成员与高地位群体成员共享身份会增强集体

自尊，达成身份提升的目的。
自我知觉理论认为，个体的态度与信念多半取

决于对自己行为的觉知［88］。人是通过自己的行为

和行为情境了解自己的态度的。态度是在事实发

生后用来使已经发生的事实产生意义的工具。据

此推论，处于族群边缘的个体或者群体由于自身民

族身份的边缘性和建构性，他们更可能对民族或族

群持社会建构论观点，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

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本身就具有建构性，因而更

容易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是指群体成员同所属群体的合一感。
处在族群边缘的个体或群体，其族群认同的情况复

杂多变。
跨界民族源于同一族群，拥有共同的血缘、历

史、文化、语言、信仰、习俗等，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

成了民族意识，对本民族具有强烈的认同感。然

而，由于处于不同的国家，被赋予了不同的公民身

份，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国家认同。意识层次论认

为，个体首先产生自我意识，进而产生民族意识，最

后才产生共同体意识或者国家意识［26］。因此，在民

族认同向共同体认同或国家认同发展时，跨界民族

的文化身份与公民身份就很容易发生冲突，尤其在

存在着以本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更是如此。例

如，朝鲜族的民族主体在国外，而且是在两个不同

的国家; 类似的例子还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
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傣族等民族。因此，跨界民族

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应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究的重点。
在不同民族之间，高通婚率意味着族群间互相

认同，因此，处于不同通婚率的族群的族际通婚者

及其子女的民族认同值得关注: 首先，族际通婚者

对本民族和配偶所在民族的认同感如何; 其次，族

际通婚者与族内婚者对本民族及他民族的认同感

是否不同; 再次，族际通婚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文化

认同如何。李丽琴发现，藏汉混合家庭中的长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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