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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根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

当前凝聚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黏合剂。始祖文化之根、姓氏血脉之根、民间信仰之根、先哲思想之根是“根

文化”的主要符号表达形式。立足“根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要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为载体深化“根文化”观念，以科学研究和文化交流为平台挖掘“根文化”内涵，以重大活动和历史事件为契机

强化“根文化”记忆，以文化保护和旅游 开 发 为 抓 手 打 造“根 文 化”品 牌，以 时 代 精 神 和 科 技 创 新 为 引 领 推 进“根 文 化”传

播，以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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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任务，这为新时代我

国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前行思路与方向指引。近年来，出现的炎黄帝祭祀大典、大槐树寻根、姓氏宗亲

会、海峡两岸妈祖文化交流，以及对中国古代先哲思想的挖掘与阐发等，共同构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根脉的回望。本研究将立足“根文化”及其符号的主要表现形式，考察“根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社会历史文化影响，并且从“根文化”观念的深化、内涵的挖掘、记忆的强化等方面探究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与路径等。

一、“根文化”概念及其符号形式

“根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何为“根”？《广雅·释诂一》中，根，即始也，意指事物

的本源、根由。在中国，无论一个人身在何方，都会铭记祖先、心系故土。从狭义上讲，“根文化”基于中

国人认祖敬宗与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观念而引发。它将身处不同地域但却具有相同根源的人们联结在

一起，成为他们产生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从广义上讲，“根文化”是中华民族祖先留给后人最深层、

最根本、最永恒的文化符号。它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核心的文化内涵与发展状态，是凝聚与巩固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黏合剂。下面重点介绍几种最能鲜明代表中华民族“根文化”的符号表达形式。
（一）始祖文化之根

中华始祖文化源远流长，从我国大量史前神话传说与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中都可找到其印迹。中华

始祖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集中反映了远古祖先征服自然世界以及开启文明先河的智慧与力量［１］。

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远古祖先，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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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常称中华儿女为炎黄子孙，相同的文化心理现已沉淀为中华儿女的集体意识，让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

强烈的认同感［２］。像目前，陕西黄帝陵祭典、甘肃太昊伏羲祭典、湖南炎帝陵祭典等，都构成了中华始祖

“根文化”的重要象征与符号。
以黄帝陵祭典为例，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其弘扬的同根共

祖、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文明传承主题对中华儿女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与影响力。通过祭典场面的布置、
视频的播放、音乐的演奏以及仪式的举行等，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氛围，人们被带入神圣而高远的意境。
尽管不同时代黄帝陵祭典有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但对黄帝开辟中华文明伟大功绩的缅怀与颂扬，以及对

中华民族团结精神与认同意识的促进与强化却传承了数千年，始终未发生变化。黄帝陵就是中华儿女

寻根、筑梦、铸魂的圣地，承载着中华民族最久远的历史记忆，维系着中华儿女最厚重的民族情感，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
（二）姓氏血脉之根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姓氏是家族文化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依照血脉相承、代代相

传，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中国人向来尊祖敬宗，寻根意识极为浓重。像修家谱、建祠堂、立家规、寻

族源、找宗亲等家族文化活动都是联结家族成员关系的重要纽带。这不仅体现在家族成员之间情感上

的联结，还实现了移民后裔与故土老家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像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
河南周口举办的姓氏文化节等，是以姓氏血脉为线索或主题开展的“根文化”交流活动。

以大槐树寻根祭祖为例，“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这一民谣曾在许多省市广泛流传［３］。目前，众多移民后裔按照族谱、墓志、地方志记载或者移民传说等

将大槐树当做自己的族根，并且也有大批移民后裔曾回大槐树寻根祭祖，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拜与敬仰之

情。在这里，“大槐树”已经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祖先生活过的土地，被移民后裔们看成了“家”“祖”与

“根”的符号与象征。在寻根祭祖过程中，同姓认同强化着“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观念。无论是领导干部、
企业精英，还是普通大众，共同的移民祖先与故土家乡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大槐树”不仅成为唤醒家族

记忆的场所与大槐树移民的家园象征，更成为强化族群认同“根”的象征。
（三）民间信仰之根

民间信仰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

制度，其反映了不同地域人们对其民俗生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民间信仰在大陆地区、港澳台及海外华

人社会拥有众多宫庙、道堂以及制度体系。它们之间的历史关联与现实互动，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产生的深厚根基与重要载体。作为“根文化”符号在民间信仰领域的典型代表，妈祖信仰、关公信仰和萧

公信仰等广泛传播于海内外华人社会中，依靠“神缘”精神纽带的维系，中华儿女密切往来，同胞亲情更

加融洽，自身认同得以实现［４］。
以妈祖信仰为例，它基于妈祖的感人事迹而形成，是以崇奉与颂扬妈祖立德、行善、大爱、和平精神

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活动场所，以相关传说、文献、祭祀、巡安、庙会等作为传播途径的一种具有海洋文

化特色的民俗信仰［５］。妈祖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神灵之一，经过民间与官方千百年的歌颂与赞美，伴随

华人脚步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对于海外游子而言，敬拜妈祖不仅表达了祭祀神明之意，还包含了慎终

追远、怀乡思祖之情。妈祖信仰作为“根文化”的符号与象征，拉近了中华儿女心与心的距离，展现出强

大的影响力与旺盛的生命力。
（四）先哲思想之根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拥有一脉相承

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６］。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与结构影响了中华儿女民族性格的形成

与走向。像尊祖敬宗、爱家忠国、天下和合、敬德重礼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先哲社会思想体系以及漫

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就都能找到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孔子、孟子等是古代先哲的重要代表人物，祭孔大

典、祭祀孟子大典等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社会思想文化之根的回溯与追寻。
以祭孔大典为例，孔子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影响深远，以其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早已在中华儿女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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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烙下深刻印记，目前在许多国家都有“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设立。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是展现

国家形象的重大文化盛典。在盛典举行过程中，中华儿女集体缅怀先贤，承继优秀传统。在这里，祭祀

典礼的意义不只是一次单纯的纪念活动，更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向心力的有效手段。祭孔大典

作为中华儿女继承先哲思想之根的重大活动，无疑有助于民族团结的加强、民族文化的弘扬、民族精神

的振奋乃至民族复兴的实现。

二、运用“根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人们通常都会回到各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源头汲取营养与力量，以此滋养

文化与民族的认同与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关系当前我国民

族问题的解决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时代命题的解答。“根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平台与窗口，从某种程度上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一种文化寻“根”
的实践活动［７］。下面重点分析“根文化”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

（一）有关“根文化”的史料、口头传述、祭典仪式与自然景观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有关“根文化”，历史上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比如，包罗万象的文献记载、琳琅满目的文物古

迹、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神圣庄严的祭祀典礼以及独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

深远厚重的民族记忆。拿祭祀典礼来说，“为了将同胞之爱的理想变成现实，人们需要借助象征符号、仪
式和典礼的力量。这些符号、仪式和典礼，将共同体中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联系在了一起”［８］。在祭祀

典礼过程中，“根文化”符号（史料、口头传述、仪式规范等）得以汇聚，感化人们的心灵，冲击人们的情感，
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的热爱。正如王明珂言：“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

体记忆。”［９］在年年岁岁、周而复始的祭祀典礼中，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得以勾连，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凝聚力、向心力与认同力也在人们的直观感受与反复体验中得以增强。
民族祖先记忆是铸牢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策略与手段。“民族主义以民族集团为基础，挖掘历史上共

同具有的经历，利用一定的感情和象征加强忠诚心和凝聚性。”［１０］作为保存与传承民族祖先记忆的重要

载体，“根文化”符号（史料、口头传述、仪式规范等）使得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得以团结与凝聚，使得中国

人民在漫长奋斗中磨砺与锤炼出来的民族精神得以传承与升华。对中华民族成员而言，原生性的纽带

与情感是与生俱来且根深蒂固的，而史料、口头传述、祭典仪式与自然人文景观之间的相互印证，使得祖

先记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依据和重要途径。
（二）将“根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联系，是基于中华民族深度历史文化关联与长远社

会发展做出的重要选择

丹纳曾言：“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这便是原始

的花岗岩，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那是一个底层，让以后的时代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１１］中华民族向来

重视亲情，尊父母，敬祖先，深厚的尊亲情感与强烈的寻根意识深藏于中华儿女内心深处。在民族历史

发展进程中，肇始的一些思想、规则、秩序、理念与信仰等早已深入中华儿女的血液与骨髓，影响到中华

民族性格的形成与特征，以及中华儿女关于自我认同的思考方式。简言之，“根文化”是中华儿女处理与

家庭、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原始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点。它以各种象征符号为载体，千百年凝聚着中

华儿女的心。它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让其奋发图强不断进步，促其自强不息开创美好生

活。
当前，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象征是催生中华民族相同情感体验和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可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历

史遗产和文化血缘的主观情感，形塑其成员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１２］“根文化”具有缅怀先

祖、追根溯源、凝聚共识、促进认同的政治与文化功能。以各种象征符号为载体的“根文化”就像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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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追梦途中一座明亮的灯塔，将一如既往发挥活动媒介、交流沟通、情感凝聚与文化认同的作用，积极推

动社会长治久安、国家安定团结与世界和平发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根文化”必将为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民族精神气的振奋、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以及民族竞争力的激发注入强劲的力

量。
（三）为“根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持久的力量

“根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与稳定基因，为我们留下了无形、没有极限的精神世界［１３］。因为

“根文化”及其符号的存在，中华儿女共享血缘与文化上一条共同的“根脉”。近年，一些移民后裔和海外

华人通过敬祖拜宗、文化交流等活动，纷纷为家乡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基因与养分等的挖掘与阐发，中华儿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念也变得更为坚定与强烈。
换言之，“根文化”成为当前凝聚中华儿女最坚固的精神纽带。借助“根文化”及其符号，同为炎黄子孙的

观念更加深入到每位中华儿女的心灵。“根文化”为更好凝聚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有力

的精神支撑。

２０１５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指出：“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

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１４］只有将文化

原有精髓与现代社会巧妙结合，才能对群体发挥聚合作用。“根文化”积淀着祖先们的世代经验，承载着

客观的历史境遇，为了更好发挥其对中华儿女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作用，必须为其赋予时代内涵，融入

时代精神，进而使其成为一种“活着的伟大传统”。新时代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构建各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等融入“根文化”建设中。比如，通过呈现中华民族辉煌发展史，激发中华儿女强烈的集体

意识，调动中华儿女同属一个共同体的原始情感与美好想象，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最重

要的精神源泉。

三、从“根文化”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遗留下来许多中华民族共有的“根文化”财富，它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重要基础与根本依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激活与延续这些宝贵文化财富的生命力，将体现当

代价值的文化精神融入其中，促使中华儿女手足相亲、人心相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正确的精神指引与强大的动力支持。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载体深化“根文化”观念

“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它在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

精神弘扬方面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确立文化经典，并在每一时代都不断温故创新。”［１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可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青少年开展历史观、国情观与民族观教育。比如，可将能

反映民族文化之根的各类经典如《山海经》《论语》《百家姓》等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注重不同教育阶段与

层次间的衔接，让学生了解“根文化”历史渊源与文化意蕴，增进其对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与特征的

认识，加深对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解。“根文化”是在中华儿女共同的生产生活习惯、民族

文化心理与价值认同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生活、情感与愿望。可将祖先传说、先贤故

事等改编成戏曲、歌剧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进行宣传，增强与深化“根文化”在人民群众间的

感召力与影响力，以此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以科学研究和文化交流为平台挖掘“根文化”内涵

“根文化”是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传承与发展是一项系统、浩大的工程。高

校、科研机构等可利用专题研究及学术论坛等，深入挖掘“根文化”精髓与内涵。比如，系统阐释“根文

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与深度关联；突破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等对先祖、先贤、先烈等事

迹的表层记述，深入挖掘先祖、先贤、先烈等的传统美德、精神品质及其思想情感；全面分析姓氏图腾与

流变、家族家训家规、“孝德”思想与文化、根源意识、故土情怀与宗亲观念；调查探究“根文化”民俗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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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表达形式，比如鼓祭、乐祭、歌舞祭的发展流变及其延伸意义，等等。另外，通过各民族不断交往交

流交融以及与海外华人社会的互动互助互进，找寻“根文化”在民族地区及海外华人社会中新的符号表

达形式，激发“根文化”活力，丰富“根文化”内涵与外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为广阔的研

究视角、更加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以重大活动和历史事件为契机强化“根文化”记忆

保罗·康纳顿指出，纪念仪式有明确的原型人物和事件，无论其是历史存在还是神话想象，都具有

文化上的渗透性，对社群记忆的塑造极为重要［１６］。以中华始祖、家族组织、信仰之神以及古代先哲思想

等为代表的“根文化”符合中华民族孜孜追寻真善美的价值诉求，契合中华民族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精

神气质。像一些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节日（比如清明节、重阳节）、重要历史人物的诞辰日（比如孔子、
孟子诞辰日）以及大型的纪念活动（比如宗亲联谊活动、祭祀大典）等，都是强化中华儿女“根文化”记忆

的良好时机与重要场合。比如，国家祭祀是由政府主导的对全民族祖先或者先贤的祭祀，体现了国家意

识形态的引导方向，将会影响全社会成员的社会伦理观［１７］。在国家祭祀活动中，借助仪式的神圣性、情
感性与丰富性，中华儿女接受中华先祖、先贤等精神品格与道德情操的洗礼与感染，唤起同属一个共同

体的集体记忆，从身份归属与思想凝聚方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
（四）以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为抓手打造“根文化”品牌

“根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载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根基。中华儿女

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发自内心高度认同“根文化”，将“根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收集与“根文化”有关的历史典故、神话故事、石刻碑记、家谱家史及其他

文献与实物等，建立一些能够体现、激发、传递“根文化”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纪念展馆，让
它们走近公众的视野和心灵。深入挖掘“根文化”表达方式，合理开发“根文化”旅游产品，隆重推出“根

文化”体验项目，满足不同游客体验需求，在对“根文化”保护与体验中激发中华儿女共同体意识的建立。
打造“根文化”旅游路线（比如宝鸡炎帝陵、延安黄帝陵等），建设“根文化”旅游“圣地”（比如始祖文化圣

地、先哲文化圣地、妈祖文化圣地等），找准“根文化”传承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平衡点，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提供最佳旅游实践支撑。
（五）以时代精神和科技创新为引领推进“根文化”传播

哈布瓦赫指出：“我生活其中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精神氛围，能否提供给我唤起、重建、叙述记忆的

方法，是否鼓励我进行某种特定形式的回忆，才是至关重要的。”［１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为

“根文化”植入时代因子与精神，创新“根文化”传播方式，挖掘“根文化”传播深度，为“根文化”传播注入

新的生机与活力。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梦等时代主题为方向指引，将能体现时代声音、旋
律与脉搏的元素融入“根文化”建设中，让中华儿女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肩负的神圣使命与焕发的勃勃

生机。要善于运用新技术和新媒介，努力克服“根文化”在时空上的传播障碍，争取给民众带来更加生

动、直观的认知与理解，比如可将与“根文化”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等制作成有声视频等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建立微信公众号、ＱＱ群，开通新浪微博账号等，促进“根文化”在网络社会传播。这将便于

海内外华人凝聚共识，也将助益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十九大报告等重要会议及一些政策文件中多次对“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出过明确要求。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激活“根文化”生命力、提取“根文化”精髓，丰富“根文化”内

涵，整合“根文化”资源，以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多的学理支撑与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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