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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共生要素赋能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

赵博文 李克军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传承和发展进程中，有效地连接了历史与现代、时间与空

间，其内容和形式历经时代的汰选不断走向适应包容，其具有的共生思想和表现形式，是坚定文

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兹利用的载体。以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多关注其内涵、

分类、保护和开发等，但对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则关注不足。新时期，应坚

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引领，通过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各级立法，推动社区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非物质文化

遗产教育体系，增强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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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19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提出，“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

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文化支撑”［2］，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发展对于维护

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培养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自

信心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富的素材和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和增进民族间包容团结的文化资源，但是，“在现

有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学界较少关涉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2］。从中国知网

上查阅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仅有十余篇，主

要观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凝聚性和共享性特征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基础”

（张秋红等，2010）［3］，“所反映的艺术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无不与民族精神与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吻合”（律丽娜、黄斯，2021）［4］。“非遗保护的核心目的，就是增进民

族团结、增强文化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段超、石霞锋，2022）［5］。“铸牢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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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体意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胡兆义、林继富，2020）［2］，从这一视角

出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考察，可以为同步做好这两项

工作“提供新的认知框架和切入路径”（隋佳佳，2021）［6］。“在民族交往交流合作互动下，通过短

视频平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新的形式和行动机制”（王雪，

2020）［7］。以上观点从不同视角为今后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引导方向。但是，“鲜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的理论成果”［2］。
笔者认为，至今仍缺乏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作用机理的理论

探讨。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俄罗斯虽然没有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然而，非物质

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自传入俄罗斯始，就被“巧妙地转化为构建民族和国家认同、文化自觉、爱国主

义的政治实践工具”［8］，俄罗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主要凸显的就是国家性。“仔细观察，敏

锐的学者们都聚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下国家—社会的关系，是国家逐渐承认、重构社会领域民

间文化的过程。”［8］因此，有必要在梳理和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共生思想和元素基础上，进

一步探索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步伐的实践路径。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共生哲学

“共生”一词最早在十九世纪由德国生物学家Anton de Bary提出，其观察到不同生物之间广泛

存在着“互利现象”，体现出生物间联合适应复杂环境形成互相依赖和互惠互利的紧密关系，［9］

“共生不仅属于大自然普遍现象，也是大自然演进和多样化的摇篮”［10］。到了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共生”开始被借鉴用来探讨人类社会的问题，我国于 1988年提出了“社会共生”理论，主要是指

“一定社会下人们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围绕各种资源和风险而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共生形态。”［11］就其实

质而言，社会是由不同层面的系统构成，各个系统和谐共生的基础在于合理分配和占有资源，社会

的进步体现为不断完善各系统间的共生关系。

（一）共生思想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文化“和”思想。无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还是人与人，都会

呈现出一种和谐的“共生”状态，这种状态大抵可以归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的作用。

“‘和’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指向同一系统中不同因

素、不同倾向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些不同的要素不是决然相反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共存

体。”［12］“和”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万物的一种观念，不仅作为一种精神追求，还作为一种接人待

物之道，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思

想文化基因自然渗透其中，并外化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体系之中。

1.和而不同：地理空间差异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美其美”。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蒙引》曰:致同全在审

异，不审其异，则混淆杂乱，反不同矣”。这句话蕴含着异与同的这一对辨证关系，两者看似对立，

实则包含的恰恰是求同存异的思想，也即只有在理解、接纳和辨认差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合异

以为同”［13］。万事万物本身存在着差别，这是本然之态，不能苛求取消一切差别实现整齐划一，这

是不现实也是非理性的，只有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再去深入研究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共性，化解分

歧与矛盾，达到“求同存异”的境地，方能实现“各得其所”的和谐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发展受地理环境影响较大，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不同的

地域文化特征与差异。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人们会选择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

式又使人们所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彝族服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符号，但不同地区的彝族服饰差别较大，正所谓“十里不同天，隔

山不同服”，虽然都是彝族，但不同支系间的地域、文化差异等因素决定彝族服饰的多样性和丰富

性。云南红河州彝族服饰特征表现为男子多为立领对襟短衣、宽裆裤，女装更为丰富，其款式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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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衫，也有中长衣和短装，大多衣外套坎肩，下着长裤。大小凉山的彝族服饰风格则较为古朴，总的特

点是厚重、朴素、保暖，以黑、黄、红色为贵为美，男女老幼皆披“擦尔瓦”、披毡，裹绑腿，套毡袜。

可见，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仅造就了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构成不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独特风格的客观原因。费孝通先生十六字箴言中的“各美其美”，旨在说明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独特之

美，每一种文化都维系了其民族的生存发展，正是不同文化之美构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2.以和为贵：民族地位平等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人之美”

“以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乃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重大特征，

体现的是一种为人处世的规则。追求万物之间的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体现

的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思想和生存智慧，是尊重自然、社会、人类、万物等“各位其位”、

“各得其所”“平衡持久”的理想境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各民族而存在，体现了各民族在世代繁衍中蕴含着生生不息的集体意识

和价值信仰。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受自然地理环境、民族生活方式、

历史传统等因素制约，在内容、形式、属性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心

理和民族情感的寄托，承载着各民族不同发展时期的文化印记，反映的是各民族的共同生产生活方

式、风俗习惯、心理以及思维结构等。“民族平等理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理论基础，充分体

现了国家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实现民族平等的目标取向”［14］，“民族平等是利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促进民族团结的前提。”［15］费孝通先生的“美人之美”就是意指既要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又要秉

持各民族文化平等理念，既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又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实

践中，要尊重不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

共同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3.和合而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美与共”

“和合”语出《国语》和《管子》，“和”“合”互通，是“相异相补，相反相成，协调统一，和

谐共进”的意思。“和合”是一种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先贤在实践中孕育的智慧，“和合”的价值

观影响了人们的处世原则和交往理念，它启示着人们“于不同之中，得大同之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族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被不断重复和实践，它不是在真空中流传至今，而

是在与外界不断交互信息中传承发展。因为文化不是孤立的，更不是静止的，随着各族人民交往活

动的频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发展变化。并且，这种发展流变是在社区、群体及个人自在传承基

础上发生，而非其他外界力量的强力干预下改变。比如，服饰文化是含有多种文化要素的综合性文

化遗产，它不仅仅是服装样式的简单传承，还包含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随着彝族与其他民族的

双向多向交往交流日趋频繁，彝族服饰文化也随之发生嬗变，已由传统的民族生活服饰逐渐转向更

加具有时尚元素的T台秀、博览会、国内外服饰赛事、展示展演等方面，彝族刺绣也已经由传统的

生活用途拓展到软裱画、抱枕、箱包等多种商品上，且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和欣赏价值，从而更加

有利于其传承和发展。“美美与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达到一种使不同的美和谐共存的平衡状态，

不论是个体美还是共同美，彼此之间并无矛盾，从欣赏个体之美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彼此互相欣

赏，最终实现大同之美。

（二）共生表现形式

1.神话史诗——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认知智慧

劳里·航柯在《史诗与认同表达》中指出“史诗是表达民族认同的故事，是文化群体自我辨识

的寄托”［16］。“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多民族神话、史诗的交流、互鉴。”［17］神话史

诗大都是具有一定故事性和便于记忆的韵文体诗，是各民族主持本民族原生宗教的祭司、巫师或歌

手在特定的宗教仪式和民间生活仪式时诵唱的文本。神话史诗在我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中的蕴藏量较

为丰富，千百年来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传承至今，包含了开天辟地、万物起源、人类诞生等各方面

反映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神话，是人类漫长历史和生动文化史的缩影。史诗不仅能够完整地折射出

各民族文化所孕育的民族精神，更具有“鼓舞精神、维系民族团结、规范道德行为的功效”［18］。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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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入选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族创世史诗

《司岗里》，讲述的就是创世之初佤族与各族人民共同与艰难险阻抗争并最终取得成功的神话。“司

岗里”是佤族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人类起源传说。传说，远古的时候发大洪水，人类就躲进崖洞

里，并把崖洞封了起来，结果，洪水过后，人就在崖洞里出不来了。一天，小米雀从洞旁飞过，听

见崖洞里有人的声音，小米雀高兴地飞遍大地，把崖洞里有人的消息告诉所有的动物和植物。动物

和植物们听说人要从崖洞中出来，怕受到人的伤害，都很紧张，后来又感到地上没有人，生活不热

闹，应该跟人交朋友，共同生活。其中有大树说：“你们要人出来，我不同意。如果人出来，我就

倒下去把他们都压死。”蜘蛛听了很生气，蜘蛛对大树说：“你连我吐出的一根丝都压不断，还妄想

压死人，不信就试试。”试的结果，大树倒下来，真的压不断蜘蛛丝，只好同意人出来。还有老虎

不同意人出来，但是它不吭气，而是悄悄谋划着怎样把从洞里出来的人咬死。人要从崖洞里出来，

但洞口封闭着，人出不来，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走兽都来帮忙，要把洞口打开。各种动物用尽了办

法，使尽了力气，还是打不开洞口，只好去请教最大的神灵莫伟。莫伟叫小米雀带着苍蝇到洞口，

让苍蝇用唾液配合小米雀啄开洞门，人们便从洞里出来了。可是，本来不同意人出来的老虎，守在

洞口，人出来一个，就被老虎咬死一个。老鼠看见老虎咬人，为了救人，它跳到老虎尾巴上紧紧咬

住不放，老虎转回头顾自己的尾巴，人们就乘机涌了出来，老虎看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胆虚了，急

忙甩掉老鼠，逃入森林里。从崖洞里第一个出来的是佤族，后面跟着有拉祜族、傣族、汉族等各种

民族。故此，就有了佤族是从司岗里岩洞出来的传说。①由此可见，佤族的创世史诗绝不是佤族自

身的“文化孤岛”，而是各民族同患难，共抗争，最终结成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格萨尔史诗则

更是流传区域广阔，为藏族、土族、傈僳族、门巴族、裕固族、珞巴族等多个民族所共享，不仅形

成了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格萨尔史诗流传带，更诠释了齐格蒙特·鲍曼所指的那种“包容的

多维的广义共同体”［19］。
2.民间习俗——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活智慧

民间习俗（简称“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

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各个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人类文化前进的共性因子”［21］。《管

子·正世》有言，“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

之所在，然后从事。”民俗对于维系社区共同体普遍认同及伦理道德规范的运行、社会行动的秩序

等具有保障作用，民俗在当下愈发受到重视和传承，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已成为感知、想象我

们的共同体的方式或依据”［21］。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大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诸多民

俗活动都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和媒介。比如，在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背景下，民俗体

育活动日益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蒙古族安代舞也被称为“跳跃舞”“朋友舞”，虽具有民族特点，

但简单易学，亦受到其他民族的喜爱，除了健身娱乐的功能外，“其目的将从不同地方聚集一起的

人们化解矛盾，将音乐和跳跃舞结合提倡人与人之间的融合。”［22］还有民俗活动中的“献哈达”与

“搭被面”，除了具有趋吉避凶的美好寓意，同时还表达了送礼者的敬意和祝福，这些活动“与丝帛

礼制的认同与延承密不可分，这种悠久的文化向心力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里潜含的价值观要素与

深层理念，它将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的各地先民联系在一起，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基

石。”［23］可见，民俗文化不仅是历史的延续，在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

统和人文性格，民俗文化的认同更体现了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团结实践路径。

3.传统节日——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仪式智慧

传统节日具有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社会记忆，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涂尔干认为

“与集体记忆最接近的概念就是集体意识和集体欢腾。”［24］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具有明确的象征性、组

① 笔者在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调研时，对《司岗里》传承人的徒弟进行深度访谈，依据他对《司岗里》的吟唱所记录。

《司岗里》先是从讲故事的方式口述传承，逐步发展为吟唱歌咏的形式，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经过代代传唱，内容不断丰

富，成为佤族历史、道德、宗教、哲学、风俗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综合载体，是佤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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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性、仪式性和互动性，虽然是某一民族的传统节日，但一般是多民族共享共庆，在传统节日年复

一年的开展中，增进了各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在《关于

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中强调，“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促进各民

族的交流、理解和团结。”［25］广西三月三民歌节就是壮族、汉族、瑶族、侗族、苗族等多民族共享

的文化盛会，“歌相通，心相印，梦相连，对民族团结、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26］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充分利用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比如赛装节、火把节等，使大量

优秀传统文化得以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极大丰富了现代文化内涵，增强了楚雄州各族人民群众的

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州政府还将“火把节”确定为自治州的法定节日，充分保证各族

民众欢乐祥和过节。集体参与是传统节日最主要的特征之一，通过群体式聚会和个人广泛参与来实

现“集体式欢腾”，通过节日仪式的“在场”，个人、群体之间可以建立一种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

集体认同，对增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4.文化空间——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场域智慧

文化空间，也叫作文化场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包含的专有名词。作为一种表

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空间的特殊概念，一般是指按照传统或习惯，在设定的时间周期内举办各种

仪式以及民俗活动的特定场所。［27］文化空间具有场域意象①，场域与时空是互动的，甚至有着更多

维的深层次交流，这就是老子思想中的场域智慧，同时也体现了《易经》中关于“位”的思考，比

如，在特定的场域中，当不当位？是否得体？交流和表现能否做到上善若水，容而不争？非物质文

化遗产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文化空间，在我国漫长的

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除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发生，在节日庆典的文化空间

中更可以得到巩固和加强，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乃至国家的团结。比如，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三

月街，是白族文化展演的文化空间，同时也有傈僳族舞蹈、彝族打歌、赛马对歌等其他民族的表演

项目，在这个空间内各族人民还通过购买展销商品进行交流。“三月街的举办，就是在欢乐中给各

民族的百姓提供一次民族文化交融的机会，互相认同理解对方的传统、消除误解、认同国家的民族

政策、促进和谐的民族关系。”［28］还如瑶族的盘王节，作为一种社会庆典与祭祀活动，节日空间由

传统的一家一户逐渐扩展到多个村寨共享的大型活动，愈发体现出文化空间的公共性、开放性和包

容性。由此可见。文化空间的综合展示，有利于增强各个民族之间的互通互联，增进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和彼此间文化交融，通过规律性地展示可以进一步强化“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使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构筑起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此外，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比如，传统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传统礼仪、历

法等，也从不同方面蕴含和折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元素和价值。2022年 8月 24日，中

宣部举行的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强调，“要让非物质文

化遗产成为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源泉，56个民族都有项目列入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非遗保护的框架下相互交流、相互欣赏、相互尊重，使

非遗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和纽带。”［29］

三、引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生”要素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寻求文化认同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便是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30］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相继推出系列政策文

件和工作部署，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的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截至目前，我国

共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557项；

① 场域意象是指我们跟宇宙自然相关，既包括时间，也涵盖空间，出自老子《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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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9万余名，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3062名。”［31］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要求下，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就要在充分发掘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共生要素基础上，借由相关立法、社区保护传承和学校教育等路径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一）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立法，增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条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源于我国自古以来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

近，以及文化上的兼收并蓄。”［32］2017年 10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正式写入党章，

2018年 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序言第七和第十自然段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内容，这是“中华民族”首次写入宪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华民族’入宪，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法律基础”［33］，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单单是民族团结立法

所欲实现的目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立法都

应该贯彻。”［3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定时

间较早，故没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明确条款表述，但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以

促进民族团结为前提。2020年 3月 1日起实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办法》第 5条对代表性传承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其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传播时必须

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条款的规定“彰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性”［33］。但是，该

管理办法只是文化和旅游部出台的部门规章，在位阶等级上低于法律。由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今后的修改中，应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规范性条款明确写入立法宗旨和指导思

想或基本原则之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立法层面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化、

规范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地方性法规是非遗法律法规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35］，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地方的特色文化资源，也是地方的特色立法资源，在地方

立法权扩容的背景下，很多地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纳入立法规划之中，①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

立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如前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

立法层面做出“高位推动”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层面则应偏重于“落地见效”，在具

体条款的设置上增加可操作性和稳预期性。除了在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等条款中明确“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传播与发展、权利与义务、教育与研究、

法律责任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条款的具体可操作性，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际效能。综上，通过建立

和完善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提供法制保障，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

践效果。

（二）推动社区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

社区具有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天然优势。“社区”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一个核心词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第1条即表

明了此种态度——“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在保护其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应发挥主要作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社区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并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我国的社区大

部分是多民族互嵌式结构，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居住生活中，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从未间断过，虽然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冠以某民族名称，但实际在世代传承发展中也不断吸纳融入其他民族的

文化传统和元素，更多体现的是地方性文化传统。此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需要团体合作

① 河北省衡水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立法计划中就包含了《衡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保定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立法计

划中也包含了《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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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比如，传统节庆、仪式等，这些活动的复杂性需要借助于社区内群体间的团结合作，也恰

恰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助互信习惯要求。这些习惯内涵和价值理念中蕴含着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实践语境和精神诉求，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更进一步拓展为各民族之间的

守望相融，更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通过进一步推动社区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增进社区民众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共同体认同，既有利于实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

展，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

让社区成为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主阵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始终

包容着多样化的地域文化认同与诸民族的文化认同”。［36］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具有文化认同的功能，

这种认同并非局限于身份的归属感，而是社区民众对某种文化的共享感、亲近感及对其历史、现实

及未来的参与感，“文化认同始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脉理”［40］。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和保护更应激发社区的内在保护动力，一方面推动增强社区民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

中的主体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习俗、情趣、人际交流活动中的无意

识中，一种内在的、稳定的、隐性的传统”［38］，为社区的人们共享共用。另一方面，推动增强社区

民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感和传承力，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小传统的认同维系，更发展

到整个中华民族大传统层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承建设。从历史的

视角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深切关联的，同时也是一种建构

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以亲近、认同、传承这种文化并产生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

（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融入思政教育

2022年 7月，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39］。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实

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的意见》，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

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各类学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责无旁贷。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中显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活动蕴含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优势和有效因子，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知识的积

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传承，每一代人都可以从上一代人那里习得生存和处世之道，使得各个民

族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发展。“学校传承是民族文化彰显时代价值的重

要途径”［40］。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在遵循非物质文化遗

产教育传承规律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化、规范化的教育体系，以使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活

动从无序化走向有规划，从随意性走向结构化。比如，在初等教育学段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启

蒙学生的爱国精神和共同体意识，中等教育学段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强化学生对共同体意识的

认知和认同，高等教育学段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使学生自觉践行共同体意识，拓宽共同体意识

的实践渠道。

将学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融入到大思政教育范畴内。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前各类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容。“‘非遗’传承的深层内蕴指向人的思想态度和价值观念”［4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自信、民族精神、匠心传承，特别是传统节日和善良风俗本身就包含

的爱国主义思想等恰当适时地引入学生课堂，可以有效促进思政教育旨规达成；另一方面，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精神内涵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教育资源。教育的实质在传承，《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这一表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教育提供了价值引领和导向，因此，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挖掘、梳理、研究、

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所蕴含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元素和精神，并将其适时转化

为课程思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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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命题，涉及方方面面，但内核无疑是文化认同。因

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情感认

同和精神认同，鼓励各族人民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尊重差

异，包容多样，促进融合，进而形成各民族同胞手拉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精神纽

带。新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需要彰显其蕴含的共生思想和精神价值，并使之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向同行。通过完善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入法，以社区主导传承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教育功能，

最终实现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和行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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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YMBIOSIS ELEMEN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CHI⁃

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Zhao Bowen, Li Kejun

Abstract：In the long-term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effectively connected history and modernity, time and space, and its content and form have
gone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the times to adapt to tolerance. Its symbiotic ideas and manifestations
are the carrier that can be used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forge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In the past, the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ts connotation, classificati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paid less attention to its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From now 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value guidance of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pro⁃
mote the community-le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orpor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to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system,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y promo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
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to the legislation at all level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Keywords：con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symbiotic element;value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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