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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诉求，需要

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而以情感能量为核心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能在沉浸式的互动仪式中有效聚集各民族成员“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圆中国梦”的情感能量。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尝试性地从互动仪式链视域下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认知之维、价值彰显之蕴、实践理路之策，拓延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理论视域，期冀在实践中能够“有形、有感、有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互动仪式链; 群体聚集; 符号; 情感能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C9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 2023) 01-0052-10

［收稿日期］ 2022-10-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时代高校党建育人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22YJA710018) ; 重庆

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统筹推进重庆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 项目编号: 21SKSZ005) ; 重庆市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守正与创新: 新时代共青团仪式育人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研究”( 项目编号: CYB22149)

［作者简介］ 袁佩媛，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与人的全面发展研究; 靳玉军，男，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与人的全面发展研究。

“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1］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或历经外部入侵，或历

经内部动荡，依旧巍然不动，成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文化、文明、文脉唯一不曾中断的伟大民族。在

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抵御外来入侵的斗争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且坚韧的民族凝聚力，同心合力、共同

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交流互鉴和圆梦民族复兴的必要保障与坚

定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围绕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作出了系列重要部署。
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2］。这一提法可以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2017 年 10 月，“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首次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大亮点。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多个场合展开重要论述、作出关键指示，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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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3］7。特

别是 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4］。这些重要论述一方面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提供遵循

指南，另一方面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蕴意。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起点，我们必须要持之以恒、抓紧抓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汇聚起开启伟大征程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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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缘起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结合社会学理论，在综合借鉴社会学家涂尔干与欧文·戈夫曼对仪

式的概念和社会功能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互动仪式的作用机制，正

式提出和系统诠释了互动仪式链理论。柯林斯认为“社会中的大部分现象，都是由人们的相互交流，通

过各种互动仪式形成和维持的”［5］3。基于此，整个社会系统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长的互动仪式链。柯

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提出互动仪式具有“身体在场、对局外人设定界限、共同关注的焦点及共同的情

绪和情感体验”［5］4这四个方面的要素，其中，情感是互动仪式的核心组成要素和重要结果。也正是鉴于

互动仪式能在对焦点的高度关注和情感连带中持续迸发出巨大的情感能量，促使各民族成员不断萌发

和成功转化出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的热情，才能在实践中衍生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互耦合的

情感之维，实现了各民族成员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仪式活动提出更多系统性、
规范性、丰富性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

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6］。可见，在政治实践中，仪式已然成为维系

社会秩序和增进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发挥着立德树人、启智润心、凝聚力量等关键功能。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7］299。但同时基于“民

族文化与传统的差异; 区域经济、教育、科技和社会发展不平衡; 破坏民族稳定和团结的各类势力; 一般

性事件处理的‘泛民族主义化’”［8］等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仍存有一定难度。当前，

学界已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视域开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及实践策略等方面的

研究，具有一定的前期研究基础，但从互动仪式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仍然甚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

代表性成果为: 周宣辰、程倩从互动仪式的情感角度，探讨了网络空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

感转向［9］; 刘永刚、徐飞从政治仪式时间性、空间性、公共性和共同性特征的角度，阐明了政治仪式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重要维度［10］; 赵琛、李明德基于“传递观”和“仪式观”两种传播学范式，探

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学路径［11］。因此，本文综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及互动仪式链理论，

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遵循“是什么—有何用—怎么用”的叙事

逻辑，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如何在互动仪式的沉浸式实践中，凝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

开谁”［12］的民族情感，希冀能在尝试性拓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理论视域的基础上着力推动

以互动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赜。

二、本体论叙事: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之维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叙事是在系统认知和综合把握互动仪式链理

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学理阐释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发生机理。基于互动仪式链“身体在场、界限设置、焦点关注和情感共享”这四个核心要素和运行前、运
行时、运行后这三个关键环节( 如图 1) ，从“前提性始基”“过程论要件”“结果性范畴”三个方面探讨互

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脉络，析毫剖厘互动仪式何以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 一)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性始基”
“前提性始基”是指在互动仪式运行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需要的前提性必要条件。根据

互动仪式链的组成要素，在仪式运行前首先需要将群体成员聚集在一起形成“身体共在”，以设置排斥

“身体缺场”成员的界限。因此，“群体聚集”和“边界设置”作为互动仪式启动的首要要素，可以归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性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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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动仪式链模型［5］80

1． 群体聚集，形塑“我者”以确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在互动仪式链中，柯林斯特别强调身体在场的重要性，尤其是现实场域的身体在场。若没有仪式成

员的亲身到场，不仅会使群体参与的效果大打折扣，也难以实现对群体成员的实体身份确证。随着现代

媒介技术的颠覆性变革，人们的生产、生活大多已从平面的物理性二维空间转向立体的虚拟性三维空

间。在这一转变下，原有物理空间个体间的互动方式虽然得以重构，但是人们在远程互动媒介中的“身

体共在”，相较于在现实场域“面对面”地即时互动中所激发出的参与热情及团结情感，虚拟空间中“屏

对屏”“键对键”的远程互动仅可以得到某些微弱的仪式情感。因此无论是线上云端相聚还是线下集合

互动，“身体共在”都是互动仪式有序开展的首要保证。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仪式实践

中，通过群体聚集可以构建出各民族成员身体共在的仪式场域。在这个仪式化场域中，各族人民尊重彼

此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组建成一个民族共同体。随之，各民族成员通过积极参与互动仪式，

即时交互和主动反馈，不断加强对中华民族丰富的认知体验和实时的情感交流，以调动自身的主人翁意

识，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身份认同。
2． 边界设置，区分“他者”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团结

在社会生活中，任何共同体为实现身份认同均会设置一定的边界。中国共产党为区别于其他政党，

会以严格的入党条例和入党程序设定“自我界限”，完成“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象征。而中华民族共同

体能成为统一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13］。在这里，西方国家是

排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外的局外人，能够催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团结一致、保家卫国、共
御外敌的情感生发和民族情怀。可见，边界设置既是互动仪式区别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条件，也是仪式参

与者实现身份认同的关键保障，关乎互动仪式能否顺利开展。一般而言，互动仪式根据一定国别、文化、
地域等标准设定的边界越明确、越清晰，客观上就越能彰显出仪式活动的程序性和规范性、仪式参与者

区隔于局外人身份的明确性和同一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互动仪式的边界设置并非自顾自地疏远场外

人民，而是能够在激发互动仪式对群体内部成员向心力的同时扩大对群体外部成员的吸引力，在形塑

“我者”中相区隔于“他者”。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仪式活动在实现群体聚集之后，清

晰、合理、规范地设置边界则极为重要。
( 二)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论要件”
“过程论要件”是指互动仪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必要

性条件。柯林斯指出“互动仪式的核心是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参与者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彼此

相应感受到对方身体里的微观节奏和情感”［5］78。同时在互动仪式中，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也是互相强

化的。“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5］7据此，可以将互动仪式在本质上看作是一个

人们能够产生情感联结的丰富的情感体验过程。人们通过聚集在一起，强化身份属性，互相感知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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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共同关注的焦点形成共享的情感体验，产生情感连带作用。
1． 共同关注的焦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

在互动仪式中，若群体之间没有形成共同关注的焦点，则会是一个“空洞的仪式”，极易让仪式参与

者感到乏味。概言之，共同关注的焦点可以是共同的行动或事件、共同的人物、共同的视听等，这既是

“成功的仪式”与“失败的仪式”的判别指标，也是维持互动仪式顺利展演的重要驱动力。通常，人们在

互动仪式所营造的同一情境中，会统一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焦点上，并通过身体或口语等符号围绕共

同的焦点才能实施有效的互动行为。而人类最强烈、最直接的快乐源自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同步、同时

进行的社会互动中。当人们开始认真地关注仪式参与者的共同行动及思想观念时，就会在精神上或情

感上生成更深刻的精神共鸣和情感交流，进而强化身份归属感与认同感。而以互动仪式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共同关注的焦点既可设置为推动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设和发

展，中华民族崛起与复兴等实践过程中对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民族人物或历史

事件，也可设置为国旗、国歌、民族纪念碑、文化符号等承载民族记忆的视听符号上。这些都是激发民族

情感、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要素。
2． 共同的情感体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向度

共同的情感体验既是仪式运行的必备条件，也是产生仪式结果的重要中介。当具备群体聚集、边界

设置和共同关注的焦点等要素后，共享的情感体验便随之而来。但是因认知基础、共情能力等因素的不

同，个体所感知到的共享情感体验并非全是积极性的，也有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消极情感体验。而人作

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4］。因此，共享的情感

体验作为仪式运行的重要条件，仪式参与者能否拥有情感体验以及拥有程度的强弱，是衡量仪式成效的

重要指标，也是人们在仪式活动中实现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强烈确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

动仪式中，仪式参与者所获得的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其加深对民族情感的觉知与认同。同时，与单纯

意义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式的说教相比，互动仪式能以其身临其境的、具有感染性的现场

活动体验，持续增强各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情感，实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沉浸

式赋能。
( 三)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果性范畴”
“结果性范畴”是指通过互动仪式的运行，仪式参与者所产生的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

念、本质、价值等方面理解的最后状态。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互动仪式结果可以归纳为四种，分别是

“群体团结、个体的情感能量［EE］、代表群体的符号、道德感”［5］80，其中，最根本、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情

感能量的形成。因此，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运行，遵循结果是否具有实体的原则，可以将互动仪式链视域

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果性范畴”划分为符号类的物质实体和情感类的精神存在。也就是

说，在互动仪式的四种结果中，只有“代表群体的符号”属于物质实体，“群体团结”“个体的情感能量”
“道德感”则均属于精神实体。

1． 符号类的物质实体，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

所谓符号，就是指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象征物，兼具感觉材料与精神意义。我们整个

物质世界在运转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类具象化的符号。这些具象化的符号聚集后，共同发挥其表意功能，

架构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义世界。那么作为互动仪式结果的“代表群体的符号”是如何形成的呢?

根据互动仪式链理论，柯林斯指出“有关注焦点的人群获得了可以延长这种体验感的符号: 通常这一符

号来自观众有意识关注的任何一种东西”［5］126。质言之，在互动仪式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可以通过

共同关注某一符号，共同领悟符号所延伸出的团结感，不断强化符号的深层意义。而后，随着符号在互

动仪式场域中的循环应用，符号逐渐延续互动仪式中的情感负荷，积淀形成符号记忆。由此，符号便具

有了象征意义。随着国家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符号的政治性和民族性也更加突出，成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载体。如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图腾，融聚了各个民族图腾的特色，组建成中

华民族共有的、整体的精神标识，进而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顽强奋进、砥砺拼搏的丰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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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感类的精神存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能量

“群体团结”“个体的情感能量”和“道德感”均属于个体的情感表达，是互动仪式最为重要的结果。
在一些情况下，互动仪式的穿透力能够到达语言无法通往的地方，衍生出一种独特的精神价值。但是，

互动仪式中的情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由弱到强、不连续到连续的递进幅度。柯林斯指出“互动

仪式作为情感的变压器”［5］158，清晰可辨地描述出一幅情感如何在互动仪式的展演过程中进行转化的生

动画面。在互动仪式运行前，“伴随着情感要素( 也许是全部类型的情感) ; 他们增强了情感，变成了共

有的兴奋，涂尔干称之为‘集体兴奋’; 而后他们产生了作为结果的其他类型的情感( 特别是道德团结，

有时是诸如愤怒这类攻击性的情感) ”［5］155。可见，因情感的变化性，仪式参与者在仪式开始时能流露

出何种情感并不重要。随着仪式参与者在互动仪式中被同一件事情所吸引，能够集中关注共同的焦点，

此时，他们的情感状态会越来越强烈，最终在共享、共有、共通中汇聚成情感能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互动仪式中，当情感能量一旦形成，各民族成员会沉浸式强化自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

而能够在推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

信心与行动力。

三、价值论叙事: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之蕴

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同心共圆中国梦”的重要保证与迫切要求，具有历史

必然性与极端重要性。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论叙事是指互动仪式对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基于互动仪式的发生机理，统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性，本文将着重阐释符号、互动及情感等互动仪式的关键要素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

价值意蕴。
( 一) 符号象征: 推动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直观感知

互动仪式可以产生符号。在互动仪式中，象征符号通过令人回忆某物、再现某物，进而以其象征性

和隐喻性向人们的头脑和记忆中反复灌输某物的象征意义，是催生“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享共同历史

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15］。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仪式中，发挥符号的象征属性，有

助于潜移默化地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等价值观念植根于各民族成员的心中，起到强化群体凝聚

力、巩固群体信仰、促进群体认同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抽象的民族实体，不容易被人们直观地感知。同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之基、精神力量之魂，亦具有抽象性。但是抽象可以借助象征物实现向具象的

转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借助图案、服饰、文化景观及传统节日等特定的符号

象征物，通过刺激人们的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系统，具象化、形象化地呈现出来，进而助推人们实现民

族认同。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7］31在这句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形象性地

将各民族的大团结比作石榴籽间的紧紧拥抱，以“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的石榴隐喻出中华民族的团结

状态，赋予了石榴可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象征符号的存在属性。随后，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我国

开创性地形成了以象征符号探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新模式。部分社区尝试性地构建各民族相互嵌

入式的红石榴社区，在服务居民的同时促进民族团结。部分高校通过创设“红石榴成长社”等社团，在

课余生活中加深各民族大学生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沟通，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可见，有效发

挥象征符号的政治性和民族性，不仅实现了各民族共同体成员对精神文化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直观性的深度认知，亦能有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的实践转化。
( 二) 即时互动: 促进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实践

戈夫曼认为“互动”是“当个体相互之间处于即时 /直接的身体在场时，个体对彼此的行动产生的交

互影响”［16］20。互动仪式作为一项人们主观内化和自觉外化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即时互动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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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性要素。根据微观社会学，社会互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而个体是社会互动的直接主体。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互动仪式中，仪式组织者与参与者是互动过程的直接主体。仪式组织

者与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通过言语信息的沟通交流、动作姿态的相互作用以及资源的内在转换，实现了

个体共同在场的情感共享、意识流露及行动探赜。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仪式中，各民族成员的即时互动并非各民族成员之间体现动态

关系的盲目性往返活动，而是有着一定的起点、有着共同关注焦点的“聚焦式互动”。聚焦式互动是指
“人们同意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将认知和视觉注意力聚焦于某个焦点”［16］22。这一互动，确保了互动参与

者之间具有共同维持的认知焦点和视觉关注点，体现出互动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特征。在互动仪式中，各

民族成员以共同的在场状态，共同关注某个聚焦点，通过分析接收到信息所涵括的内在意义，即时作出

相应的分享和交流，实现移情式考量。这一流程可视为互动的起点和前提。其次，在互动的过程中亦伴

随着动作的相互作用。这是由主观认知向自觉实践的重要转换过程，是取得互动效果的关键一步。随

着各民族成员积极主动地参与和互动，在即时感知、即时交流、即时行动中实现了信息意义的内化与外

化。基于此，仪式组织者才能根据各民族成员的即时反馈，精准地把握仪式环节、调整仪式节奏、提升仪

式效果。如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仪式上，党和政府对各地区各行业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作出表彰，授予荣誉称号。各民族成员共同关注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这

一共同焦点，对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实现近距离的感知，通过表彰仪式中的唱国歌、鼓
掌等行动呈现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动认同。

( 三) 情感集聚: 聚集民族成员间“同心共圆中国梦”的情感能量

在互动仪式中，情感被仪式化为一种力量，能够形成稳定的情感能量。无论是作为互动仪式组成要

素的情感状态，还是作为互动仪式结果范畴的情感能量，情感都在互动仪式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柯林

斯认为“互动仪式中成功建立起情感协调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团结感”［5］159。同时，在情感共鸣的基础

上，仪式参与者会在仪式节奏的带动下，强调心与心的联结，不断凝聚团结感和内聚力。一旦当共同体

产生团结感后，个体便会在与共同体高度的亲密关系中真切地感知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身份感，激发

自身的主人翁意识，促使个体在实践中自觉地维护共同体的荣誉，实现身份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

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4］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向全世界庄严

提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以来，“同心共圆中国梦”已经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的团结奋斗目标，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7］。始于喜乐与忧虑，经光荣与耻辱、存续与消亡，终于未来愿景的

共同命运，“休戚—荣辱—生死—命运”这一层次递进的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认同根基与理论焦点。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仪式中，我们党强调的“四个与共”的

理念不再是抽象的民族理念，将转化为个体朴素的民族情感。基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共同书

写的恢弘历史、共同培育的伟大民族精神等民族共同性，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会由个体短期的、浅薄的内在情感衍生为集体长期的、强烈的认同情感，并进一

步凝聚成“同心共圆中国梦”持续性的情感能量。同时，“同心共圆中国梦”这种稳固的情感能量还将从

精神层面有力地消解狭隘民族主义对实现民族认同的冲击，是化解国家认同危机的潜在动力。

四、实践论叙事: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之策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

停留在理论形态的认识世界中，而应在实践形态的改造世界中加以推进。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论叙事是指在把握互动仪式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遵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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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有感、有效”的工作要求，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仪式性建构，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取得实效、长效和多效，切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 一) 固根铸魂: 坚持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以贯之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首要保障。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推进民族大团结，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19］。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凝聚各民族、发
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也要求各民族成员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中央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层面互动仪式中，承担

着仪式组织者的关键角色，能通过树立和坚定各民族成员的共同信仰，发挥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作用。
1． 在互动仪式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道路，关乎旗帜，关乎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性地将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具体的民族情况相结合，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创造性地探索出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开展民族工作的正确道路和伟大创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互动仪式中，

中国共产党要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方向，向各民族共同体成员普及民族

理论和民族政策，潜移默化地推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党的民族理论的认知和理解。如中国共产党分别

于 1992 年、1999 年、2005 年、2014 年和 2021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党中央通过准确把握我国各

个阶段所出现的民族问题，从历史高度和战略高度对我国民族工作进行统一部署，一脉相承地形成了党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会议上，党中央向出席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分管各民族工作的

负责同志等仪式参与者传递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普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论，推进各民

族地区对党和国家的支持和认同。在会议后，各位民族代表和分管民族工作的同志，积极向各民族地

区、各民族成员传达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开展理论宣讲、理论学习等活动，推进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

工作走深、走实。由此可见，开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互动仪式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举世瞩

目、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2． 在互动仪式中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培民族团结之根、固社会和谐之本、筑精神力量之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互动仪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一是用好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仪式，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常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是中国各民族政

治生活中的盛事。中央领导人通过在表彰大会上做重要讲话，着力宣传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丰富

实践与现实成就，深刻指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存在问题与改进空间，高度强调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紧

迫性和重要性，系统擘画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辉煌未来的壮丽画卷。二是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

仪式活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和闭幕仪式有利于加大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宣传，加强

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交流交融。目前，我国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已设立“民族团结进步月”，奠定了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基础。如宁夏把每年 9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每年 5 月、内
蒙古自治区将每年 9 月确立为“民族团结进步月”。各民族成员在“民族团结进步月”相较于日常生活，

可围绕特定的“民族团结进步月”主题更为集中、更加积极、更能主动地学习和践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
( 二) 符号创设: 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共享的中华文化象征符号

在互动仪式中，当符号被注入了情境性的情感时，它们就可以在具有相似成员身份的群体之间通过

会话网络得以传布，在个体的头脑之中进行循环，并且有可能延伸出新的符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7］300 － 301

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举措，需紧跟时代变化、紧
贴民族成员认知，着力进行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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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

当各个民族间明确共通的、统一的象征符号后，民族成员通过隐喻、联想等意指手段，意会到象征符

号的承载意义时，便能够潜移默化地增进群体团结感，形塑集体意识。在我国，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少

数民族文化中蕴含着音乐、语言、建筑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符号。在这些兼具“各美其美”与“美美与

共”的民族文化符号图式中，不乏有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科学合理地发掘民族文化符号

中的共同体元素，从内生的民族文化中提炼民族团结、民族交融等共同体智慧，发挥符号的政治功能，有

助于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阔步向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月三民歌节”文化符号助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例。南宁是我国汉族、苗族、仡佬族等诸多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首府城市。自 2014
年“壮族三月三”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随着政府对“三月三民歌节”的宣传推动和政

策激励，壮族民歌节秉持着立足广西、面向中国、走向世界的原则，已经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

化、增进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为其他民族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带头作用。
2． 开发对保家卫国具有突出贡献的民族英雄符号

民族英雄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维护人民利益及民族尊严作出重大贡献或献出生命的人物。因

此，民族英雄符号深深打上了民族的印记，承载着民族历史文化的内涵，对推进国家认同、社会动员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起岳飞、林则徐、刘三姐、陈树湘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时，

会自觉联想到他们保卫祖国、大义凛然的英勇献身事迹。此时，这一个个名字不仅仅是静止的人物符

号，而是鲜活的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晚清爱国将领罗荣光在八国联军侵华之时，奋起抵御外

侮，发出“人在大沽在，地失血祭天”的壮烈誓言，用生命彰显了民族气节。如今在《张家界·魅力湘西》
的《英魂归故乡》表演中，通过改编湘西人罗荣光的历史事迹，将家国大爱与乡土情怀相结合，既能凝聚

起本地民众的情感能量，也能深化游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理解。而在我们幅员辽阔、历史悠久

的祖国大地上，散落着诸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英雄符号，仍有待党和国家的系统开发与实践应

用。
( 三) 寓情于境: 构筑积极互动的集体场域以汇聚耦合民族情感

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或互动仪式链首先是关于情境的理论，人们的一切互动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

之中，并且不断组合与改变着情境。“情境产生和再生产出那些赋予个体并把他们从一个情境送到另

一情境的情感和符号。”［5］74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仪式中，情感发挥着重要因素，并只有

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生成情感。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关系的构建中，对情感力量的把握才是我们应该

重点关注的问题”［20］。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情感的稳固和凝聚等工作，为做好

新时代民族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情感基础。因此，推进情与境的交融，寓情于境，在仪式互动中聚合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情感极为重要。
1． 睹物思情，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标志性的文化公共空间

文化公共空间是彰显文化风貌、提供文化服务的空间形态，兼具公共性、审美性和功能性，能够有温

度、有情怀地承载着人们的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人们在文化公共空间中通过现场感知与亲身体验，实

现了文化生产、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承。而打造和创设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标志性的文化公共空间，可以

利用各民族地区博物馆、纪念碑、烈士陵园等赋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的具象化场域，发挥各民族

文化中的同源性与互补性，呈现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的情景，为各民族成员营造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

最终实现各民族成员与各民族文化在精神上的互动交流。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公共文化空间中，均

应呈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文化元素，以确保各民族成员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增强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

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实现情感聚合与情感认同。
2． 营造国家在场，实现国家与民族在共同场景的交流互动

国家与民族在共同场景的交流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和旨归，具有推动民族成员

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情感性认同的功效，应一以贯之的加以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7］30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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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认同居于首要位置，与民族认同共同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进指向。因此，加强国

家与民族的互动，是建立良好民族关系，彰显民族成员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重要一环。2013 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多次在国际会议、国家会议及“一带一路”相关的重要

仪式活动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通过开展以国家为主导、各民族共同助

阵的“一带一路”仪式活动，在空间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了国家与民族共同在场的仪式场

域，有效延伸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空间; 在情感上提振了各少数民族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

信心与决心，凝聚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能量。
( 四) 形式创新: 探索聚焦民族共同关注议题的多样性互动仪式

互动仪式链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础，也应随时代之变而不断丰富。基于数字时代加速演进之势，可

借助数字媒介积极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仪式创新。简言之，通过创新性地举办各民族

成员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互动仪式，以期着力推进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

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效果达到日常有形、润物无声、平凡有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

量。”［7］301这一论述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互动仪式提供了基本遵循。虽然柯林斯认为

借助远程媒介开展的互动仪式难以达到现实场域中亲身体验的效果，但是社会的高度网络化、数字化已

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时代趋势。网络中的互动仪式在继承传统互动仪式模式的优势基础上，可突破时

空的限制，借助图像、视频、弹幕等视听传播方式为个体与群体构建内容新颖、形式新潮的互动仪式。当

每年的重大节日、重大会议、重要纪念日等民族关键时间节点来临之时，党和国家可邀请部分少数民族

代表赴北京参加现场的互动仪式，在面对面的互动中激发各民族成员“同心共圆中国梦”的情感能量，

深化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感知与深刻领悟。同时，对于无法进行现场观礼的民族成员来说，

互联网则可成为各民族成员内化和外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建构出虚拟的微观场景。近年来，在网络空间中，党和国家借助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对我国民族政策进行解读和宣讲、对民族发展的重大成就进行展览、对民族优秀文化进行推广，促进了

各民族成员在网络空间的交流交融，创设了良好的网络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新环境。此外，网络作为意

识形态斗争的关键场域，要科学研判网络民族舆情，警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互动仪式

中，西方敌对分子、分裂主义、非理性民族主义等反对势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消解，切实增强各民

族成员在网络空间中的民族凝聚力与归属感。

五、结语

昂首奋进新征程，潮起扬帆再出发。“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

保证。”［7］299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崭新起点，通过互动仪式聚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

共圆中国梦”的强大情感能量，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要求的生动写照与重要

实践。全国各民族地区、各民族成员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紧抓住“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

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凝聚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合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撸起袖子

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巍巍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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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sive Empowerment: Narrative Logic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Ｒitual Chains

Yuan Peiyuan，Jin Yujun

( 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As the“key link”of the Party＇s work on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nevitable demand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which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Chinese people． The theory of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with emotional energy as the
core can effectively gather the emotional energy of members of all ethnic groups who " feel the deep attachment
like family members，and work with one heart and one mind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in an immersive inter-
actionritual． Focusing on maintaining the great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based on a new journe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the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mensions of ontology
cognition，the implication of value manifestation，and the strategies of practice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
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so as to expand the theoretical
horizon of the research on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with a view to consolida-
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a " tangible，affectionate，and effective" way．
［Key words］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group aggregation; symbol; emotional energy;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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