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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条路径＊

□纳日碧力戈，陶染春

［摘　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简称 “铸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也

是重要步骤。只有 “铸牢”言行、“铸牢”知行与 “铸牢”语境、 “铸牢”感情交融一体， “铸牢”

意识才能在有形有感中有效。要使 “铸牢”有形有感有效，就要养成 “铸牢”习惯，而言行合一、

知行合一、“入境入情”是养成 “铸牢”习惯的关键路径。本文试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

新”老办法，变通借用和活用身心交融的王阳明 “知行合一”说、奥斯汀 “言行合一”说，以及情感

共鸣的涂尔干 “集体欢腾”、德瓦尔 “共情”论，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学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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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 “言行合一”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人常说 “说话要算数” “说到做到” “言行

一致”，这属于先说后做。根据哲学家奥斯汀的施为

句 或 行 事 话 语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理论，① 说 话 本 身 就 是 某 种 言 语 行 为，分 为

“明显施为句”“内含施为句”“嵌入施为句”“简介

施为句”“被动施为句”等五种，② 例如 “明显施为

句”中的 “我发誓……”“我打赌……”，“内含施为

句”中的 “去你的！”等。说话本身就是行事，就是

“有所为”，不是凭空说说而已。③

铸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不 仅 需 要 “说 了 就

做”，更 需 要 “说 就 是 做”、说 在 做 中、做 在 说 中，

亦即需要以 言 施 为、以 言 行 事。这 类 似 于 加 入 组 织

念誓 词，举 拳 宣 誓 就 是 加 入 行 为 的 一 部 分，绝 非

“说说而已”或者 “说了不算”；如 果 这 个 过 程 缺 乏

加入组织 的 意 识，省 略 了 举 起 拳 头 宣 誓 这 个 环 节，

那么加入组织的程序就没有完成。

目前的铸牢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工 作 还 没 有 养

成自 觉 习 惯。 “铸 牢”宣 传 不 仅 有 板 报、墙 报、长

廊、布展、集 中 学 习、理 论 宣 讲、座 谈 讨 论 等 传 统

手段，更有现代 数 字 化 媒 体 的 加 入，尽 显 虚 实 结 合

的功 效，微 信、微 博、网 站 等 各 类 平 台 各 显 其 能，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辐射力大，即时性强。例如，

在某乡的 “民族团结 月 宣 传 教 育 活 动”中，乡 政 府

发表创建工作动态近２００条，制作宣传喷绘２０００多

平方 米，树 立 路 灯 道 旗３００多 面，发 放 宣 传 单 近

４０００份，还组织１５０多 名 各 族 群 众 参 与 文 艺 演 出，

营造出民族 团 结 进 步 的 浓 厚 氛 围。但 是，根 据 我 们

的调查研究，那 里 的 “说”和 “做”仍 然 存 在 不 同

程度的脱 节，即 相 关 政 策、话 语 不 能 完 全 转 换、融

入民众日常生 活 中。对 于 “铸 牢”宣 传 来 说，自 上

而下的发动必不可少，但 是 自 下 而 上 的 自 发 响 应 和

创新创造也很重要。让 民 众 布 置 丰 富 多 彩 的 场 景 布

景是必要的，但 这 还 不 够，还 要 有 他 们 自 己 的 顺 口

溜、“自发动作”、日常习惯和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

有形有感有效、润物于无声应当发生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通常说要把政策 指 示 的 精 神 变 成 自 觉 行 动，如

果换成本文的表述，就 是 要 让 以 语 言 文 字 形 式 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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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达的 政 策 指 示 的 精 神 作 为 日 常 行 动 的 一 部 分，

或者说以语言文字形式表达和 传 达 的 指 示 精 神 就 是

自己行动和民众行动 的 开 头。只 有 这 样 才 叫 “言 行

合一”，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按照奥斯汀 的 要 求，以 言 行 事 要 满 足 如 下 三 个

条件方可奏效：（１）某人要根据一套约定俗成的程

序，在特定场合 下 说 出 一 些 话，说 话 者 和 说 话 场 合

要符合这套程序的要求； （２）所有在场参与者要全

面正确地遵守这个程序； （３）这个程序要适用于带

有某些意向 的 人，或 者 适 用 于 任 何 在 场 参 与 者，并

且让他 们 在 行 动 中 实 施 这 些 意 向。① 从 目 前 的 “铸

牢”活动看，约定俗 成 的 “铸 牢”程 序 还 在 形 塑 当

中，仅有自 上 而 下 指 令 的 “规 定 动 作”是 不 够 的，

还需要变成 全 民 接 受、便 于 遵 守 的 程 序，亦 即 变 成

社会习惯；这个 形 塑 过 程 在 有 意 向 性 后，不 仅 需 要

参与者全面 参 与、正 确 执 行 程 序，还 需 要 社 会 上 下

积极主动地参与，否则就是有形、无感、无效。

后来塞尔对 奥 斯 汀 的 理 论 做 出 修 正，提 出 以 言

行事新分类：阐述类 （陈 述 或 描 述 被 认 为 是 真 实 的

情况）、指令类 （说话 人 希 望 听 话 人 做 某 事）、承 诺

类 （说话人要做某事的意图）、表达类 （说话人表达

感情和态度）、宣告类 （说话人以言施事，让所指的

事情 有 变 化，如 宣 布、祝 福、命 名、任 命、辞 职、

判刑等）。② 不过，塞尔的理论忽视了听话人和说话

人的交互性，因此格赖 斯 提 出 四 条 “合 作 原 则”加

以修正：真 实 性；说 话 不 多 不 少，要 适 中；说 话 要

有相关性；话要说得清楚。③

哈贝马斯在言 语 行 为 理 论 基 础 上 发 展 出 交 往 互

动理论，克服了 塞 尔 理 论 局 限 于 心 智、忽 视 主 体 交

互性的不足：言 语 行 为 分 三 个 层 次，即 以 言 指 事 行

为、以言行 事 行 为、以 言 取 效 行 为；言 语 行 为 是 否

成功取决于说话人和 听 话 人 之 间 的 关 系，取 决 于 听

话人是否理解和接受说话的内容。④ “铸牢”事业不

能仅仅停留在前述塞尔理论和 哈 贝 马 斯 理 论 的 “以

言指事”“以言行事”“指令类”“表态类”“宣告类”

的言语行为上，还 需 要 在 “承 诺 类”和 “以 言 取 效

行为”上 下 大 功 夫，对 “铸 牢”的 承 诺 要 有 诚 意、

要发自 内 心，还 要 落 实 到 行 动 上，言 行 融 为 一 体，

真正实现言行合一。

二、在 “知行合一”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不 仅 要 言 行 合 一，更

要知行合一。即 便 说 与 做 一 致 了，但 如 果 意 向 没 有

提前到 位，只 是 为 了 完 成 “规 定 动 作”，那 么 “铸

牢”也不能算有 效，知 行 也 没 有 合 一。塞 尔 “把 意

向性和意识视为言语行为最根本的东西”， “是他的

独到贡献”，但塞尔所说的 “意识”指 “当你在沉睡

中被突然惊 醒 时，你 从 无 意 识 回 到 有 意 识。在 恢 复

意识的刹那 间，你 知 道 你 有 意 识 了，但 对 你 所 处 的

环境还不能马 上 有 清 醒 的 认 识”。⑤ 本 文 把 “意 识”

和 “意向性”作 为 同 义 词 使 用，把 “意 识”等 同 于

塞尔所说的 “意识到”（ｂｅｃｏｍ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ｏｆ），不去

追究 “恢复意识的刹 那 间”，而 是 聚 焦 于 长 期 稳 定、

形成习惯的意向性和意识的 “指向他物”，在本文中

就是指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然要有意

向性。但是，“铸牢”的 “意向性”或者说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要 有 “知 行 合 一”的 “加 持”才 能 铸

牢，否则就 不 够 稳 定，当 然 就 不 能 真 正 铸 牢。关 键

在于 “合一”，不是前后分开、左右区隔。

王阳 明 曾 立 志 当 圣 贤，要 追 随 朱 熹 “格 物 穷

理”，和朋友真的 去 “格 竹 子”，最 后 都 病 倒 了，不

得不放弃，究其原因，“在于他没有按照朱熹的教诲

去 ‘格物穷理’”。⑥ 不过，朱熹理学提倡 “先知后

行”，不同于后来王阳明提出的 “知行合一”：“知是

行的主意，行 是 知 的 功 夫。知 是 行 之 始，行 是 知 之

成。”⑦ 王氏认为知行合一是古人的原意，今人将其

分开是 违 背 古 意， “古 人 认 为 ‘知’存 在 于 ‘行’

中，‘行’也 存 在 于 ‘知’中”。⑧ 朱 熹 的 “格 物 穷

理”显然是把 “知”和 “行”分开了，知前行后。

如果说奥斯汀说的是 “以言行事”，那么王阳明

说的就是 “以 知 行 事”了。当 然，奥 斯 汀 的 “以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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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论本身含有 “知”的成分，例如 “约定俗成”

“场合适切”和 “要 有 诚 意”等。① 真 正 的 “铸 牢”

是知行合一的 “铸牢”，言由知发，行以知始。只要

有 “铸 牢”的 真 诚 意 向，付 诸 “心 内”和 “心 外”

的行动，并且取得 实 效，就 可 以 说 这 个 意 向 是 “铸

牢”行动 的 开 始。反 之，如 果 所 行 并 非 所 想，所 言

并非所欲，那就是知行不一、言行不一了。②

朱熹重存养，不分心内之理与心外之理，“理贯

穿于心内 与 心 外”， “心 即 理”；王 阳 明 也 说 “心 即

理”，要求去除私欲，呈现天理，以心格物，心外无

物。③ 虽然 朱 学 与 心 学 论 点 不 同，朱 学 讲 “格 物 穷

理”，心学讲 “格心”究理，但二者都讲 “心即理”，

即心与理交 融 一 体。仅 就 这 一 点 来 说，抛 开 时 代 和

语境不说，皮尔士的 “习惯”（ｈａｂｉｔｓ）、④ 布尔迪厄

的 “惯 习” （ｈａｂｉｔｕｓ）、⑤ 康 纳 顿 的 “身 体 记 忆”

（ｂｏｄｉｌｙ　ｍｅｍｏｒｙ），⑥ 与朱学 和 心 学 的 “心 即 理”互

有重叠，至于 重 叠 多 少，还 需 要 进 一 步 研 究。⑦ 我

们可以这 样 分 析，习 惯 和 惯 习 涉 及 结 构、行 动、调

适，涉及时 空 环 境，也 涉 及 意 向 和 情 感 的 参 与，因

而是各种要 素 交 融 一 体、协 同 作 用 的 过 程；知 行 合

一涉及身体 记 忆，身 体 记 忆 也 涉 及 习 惯 和 惯 习，它

们之间有较多重叠，只是朱学和心学重 “心法”，三

位西方学者重 “物觉”。

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 体 意 识 要 “有 形 有 感 有 效”，

“有形” “有感”涉及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

觉，其中视觉和听觉对于 “铸牢”最重要； “有效”

涉及 “入脑入心”，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就

等于 “无觉”，当然也无效。此外，即便参与者看到

听到，却没 有 入 脑 入 心，那 也 等 于 无 效。如 果 要 在

“铸牢”中实现知行合一的效果，国家就需要将感官

技艺运用好，打造各民 族 共 享 的 中 华 文 化 符 号 和 中

华民族形象，从出 版 物、影 视 艺 术 作 品 到 各 色 “非

遗”项目，将国家和社会的相关象征符号交融起来，

做到感 知 和 行 动 一 体 化， “铸 牢”之 “心”与 “铸

牢”之 “理”凝 聚 一 体，不 仅 将 “铸 牢”变 成 人 民

心态、融入 日 常 行 为，也 变 成 社 会 习 惯、民 间 惯 习

和身体记忆。

需要强调，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是 中 国 进

入新时代民族工作的 主 线，其 核 心 是 中 国 人 民 对 各

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所 拥 有 的 共 同 性 的 高 度 稳 定

的认同。新时代的 “铸 牢”理 念 更 加 强 调 “四 个 共

同”“四个与共”，强调 “谁也离不开谁” “石榴籽”

“大 家 庭”。中 央 号 召 各 族 人 民 要 铸 牢 多 元 一 体 的

“一 体 性”，增 加 凝 聚 力、向 心 力，丰 富 凝 聚 之

“知”，实践向心之 “行”，形以感知， “感同身受”，

知行合一。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需要 “入境入情”

中国人民 从 站 起 来 到 富 起 来、强 起 来，从 自 在

到自觉、自 信，昂 首 迈 进 新 时 代。新 时 代 不 仅 提 供

了新语境，也提供 了 新 “情”境。中 国 各 族 人 民 在

共同面对 新 冠 疫 情、自 然 灾 害、战 争 动 乱、极 端 暴

力等各种风险和挑战时，必须团结一致，骨肉相亲，

情感交融，同心 协 力 战 胜 艰 难 险 阻。新 时 代 出 现 了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背 景 下，中 国 各 族 人 民 比 以 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入境入情”，⑧ 在共同的话语

环境中，凝心聚力，情感交融，共筑精神家园。

重温进化论，我 们 可 以 发 现 斯 宾 塞 和 达 尔 文 都

强调动物世界的 “适 者 生 存”法 则，强 调 “成 功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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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约翰·兰肖·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张洪芹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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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虚假行为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可以符合以言行事或者知行合一的道理。假话也是话，假摔也是摔，只

是有假。
［日］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杨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９０－９３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ｒｔｓｈｏｒｎｅ，Ｐａｕｌ　Ｗｅｉｓ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Ｖｏｌｕｍｅ　Ｖ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５）１４７－１５２．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大纲》，高振华、李思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１３－２３７页。
［英］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１３２页。

他们各自所处时代不同，境况不同，思路不同，用意也不同，这里只是从心内与心 外 的 “合 一”“交 融”着 眼，讲 学 理 上

的重叠，无意求其 “大同”。

置身于新语境中，而非 “躺平”或者 “原地打转”；调动一切向心、凝聚的情感力量，形成 “共情”状态。



是王道”。但 俄 国 杰 出 的 博 物 学 家 彼 得·克 鲁 泡 特

金①指出：“人为生存而奋斗，并不是一个人对付其

他人的过程，而是大伙儿一起对抗恶劣环境的过程。

互助普遍存 在，比 如 野 狼 来 袭，野 马 或 牛 群 会 自 动

围成一个圈，把幼年的成员护在中央。”②

克鲁泡特金 的 灵 感 来 源 同 达 尔 文 大 相 径 庭。达

尔文去的是野生动物 繁 多 的 热 带 地 区，那 里 物 产 丰

饶，动物的密度和它们 之 间 的 竞 争 同 马 尔 萨 斯 关 于

人口的观察非常吻合；而 克 鲁 泡 特 金 的 研 究 对 象 则

位于冰天雪 地、环 境 恶 劣 的 西 伯 利 亚。那 里 的 气 候

酿造了无数 惨 剧，大 风 暴 吹 散 马 群，牛 群 葬 身 积 雪

之下，克鲁泡特 金 目 睹 这 一 切，怎 么 也 不 相 信 生 命

就是一场 “角斗表演”。在他眼中，个体之间并非成

天拳脚相 向，打 赢 的 带 着 战 利 品 跑 路；正 相 反，动

物尊崇公有制原则。在极度严寒中，要是不同 “仇”

敌忾，就都得死翘翘。③

人首先是 动 物，动 物 有 自 私 的 基 因，人 类 也 有

自私的基因，但自私的基因也有合作的时候。④

人类天性中 同 时 有 另 一 些 特 质，将 人 与 人 紧 紧

凝聚在一起。这和其他 动 物 群 体 中 的 凝 聚 力 并 无 二

致。动物也 会 同 人 一 样，调 整 彼 此 的 步 调，协 调 彼

此的行为，关怀弱者，帮助他人。⑤

共情的潜质 植 根 于 人 类 本 性，使 他 们 能 够 对 彼

此的喜怒哀乐等情感 产 生 共 鸣，在 关 键 时 刻 发 生 作

用。例如中 国 人 民 在 近 期 抗 洪、抗 震、抗 疫 中 所 表

现出的强大的共情精 神，这 样 的 共 情 精 神 不 仅 凝 聚

了人心，也铸牢了共同体意识。

一般动物 有 社 会 性，人 类 更 有 社 会 性。社 会 性

里潜藏着强大的社会 激 情，集 聚 的 人 群 会 迸 发 出 这

样的激情，尤其 在 喧 嚣 热 烈 的 仪 式 活 动 中，平 时 冷

静、理性的 参 加 者 会 冲 动 起 来，情 绪 亢 奋，同 样 的

时间，同样 的 空 间，同 样 的 行 动，他 们 进 入 交 融 的

境界之中。

这就是为什 么 所 有 政 治 的、经 济 的 或 宗 教 的 团

体，都要认真地 定 期 举 行 聚 会 的 缘 故，因 为 在 聚 会

上，团体成员通 过 一 道 表 明 其 共 同 的 信 仰，使 他 们

的信仰重新被唤起了。⑥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一书中，以 “集体欢腾”专 题 展 示 了 澳 洲 原 住 民 的

庆典：他们 定 期 聚 集 在 一 起，举 行 各 种 仪 式，完 成

世俗与神圣两种不同生活周期的转换。

但是只要集 体 欢 腾 一 开 始，一 切 都 改 变 了……

一旦他们来到一起，由 于 集 合 而 形 成 的 一 股 如 电 的

激流就迅速达到极度亢奋的状态。⑦

在当代 社 会 中，史 诗 与 英 雄 的 影 响 虽 已 减 弱，

但人类对神圣和崇高 的 体 验 需 求 仍 在。在 共 同 体 的

生活中，在 “集体 欢 腾”状 态 下，我 们 可 以 感 受 认

同的神圣和 崇 高。在 涂 尔 干 的 理 论 中，符 号 形 象 有

助于寄托和创造 “集体欢腾”的精神状态，“事物的

挂念和其符号的观念之间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爱 慕、畏 惧、崇 敬 的 是 记 号，我 们 觉 得 感

激和快慰的 是 记 号，我 们 为 之 献 身 的 也 是 记 号。士

兵为他 的 旗 帜 而 死，为 他 的 国 家 而 死；但 事 实 上，

在他的意识中，旗帜却是第一位的。⑧

百年未有之 大 变 局 和 各 种 不 确 定 的 风 险，呼 唤

我 们 要 变 通 发 展 和 创 新 推 出 新 时 代 的 共 情 精 神 和

“集体欢腾”，以 “中华民族之名”，配以象征符号体

系和仪式活 动，建 设 面 向 新 时 代 民 族 团 结、人 类 互

助的道德生 活。言 行 合 一、知 行 合 一 就 是 让 物 感 和

精神在社会实践和感 情 生 活 中 交 融 起 来，符 号 形 象

不仅要反 映 时 代 精 神，还 要 以 “集 体 欢 腾”形 式、

以真切而充沛的情感驱动、以特有的物感物觉特点，

帮助创造 时 代 精 神———物 质 本 身 有 意 义，物 质 本 身

能 “说话”，物质 本 身 带 “感 情”。民 众 共 同 参 与 同

质化的符号行动，在参与中形成群体意识，“如果没

有符号，社会情感就不能稳定地存在”。⑨ 涂尔干认

为没有什么东西天然就是 “圣物”，也没有什么东西

必然不能成为 “圣物”，关键在于这些东西是否被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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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神圣性”，被 添 加 了 的 就 是 “圣 物”，否 则 就

不是；对于 “圣物”来说，“部分等于整体，部分具

有同样的力量，一样的功效”。① 涂氏讨论的是宗教

生活，我们说的 是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虽 然

两者不可同 日 而 语，但 其 中 的 原 理 并 无 二 致，完 全

可以把握 好 导 向，经 过 改 造 创 新，活 用 到 “铸 牢”

的伟大事业中来。各族 人 民 要 把 “铸 牢”意 义 赋 予

日常生 活 中 的 点 点 滴 滴、平 凡 无 奇，建 设 默 认 的、

习惯性的 “铸牢”语境和 “情”境。

民心 相 通 百 脉 通。庄 子 的 “坐 忘”与 佛 教 的

“无相无想”类似，旨 在 摆 脱 物 扰，实 现 内 心 无 垢，

放弃七情六欲。② 王阳明曾经追求 “坐忘”和 “无相

无想”的境界，努力超脱尘世的羁绊。

但在王阳明的 心 中 还 有 一 份 无 论 如 何 都 挥 之 不

去的牵挂。他的 祖 母 岑 太 夫 人 已 经 八 十 多 岁 了，一

直对他疼爱 有 加，父 亲 龙 山 公 对 他 有 养 育 之 恩，王

阳明对他们 充 满 了 感 激 之 情。王 阳 明 心 里 明 白，如

果不放下这 段 感 情，就 不 可 能 达 到 出 世 的 境 界。他

也曾努力地 去 放 下，但 越 是 这 样 做，心 中 的 牵 挂 反

而越强烈。踌躇不决之际，他忽然觉悟到：“此孝悌

一念，生于 孩 提。此 念 若 可 去，断 灭 种 姓 矣。此 吾

儒所以辟二氏。”③

中国人大多讲孝悌、重感情、促入世、励致用，

礼仪卒度，情境变通。

自鸦片战争 以 来，西 方 的 坚 船 利 炮 使 中 国 先 进

的知识分子从 “天朝 上 国”的 迷 梦 中 惊 醒，有 担 当

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社会改革之路，“从最初的 ‘师

夷长技以制夷’到 ‘民主制度，天下公理’（梁启超

语），他 们 发 现 要 ‘强 国 富 民’，首 先 要 ‘开 启 民

智’，只有民众拥有了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国家才

能真正的强大”。④

中国民族概念的打造和民族政策制定也讲历史、

重国情、不忘本色、推陈出新，提倡民心相通、“入

境入情”。举 “民族识别”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

有模仿国外经验，将人 们 共 同 体 按 照 社 会 发 展 阶 段

分级划等，而是 给 予 他 们 一 律 平 等 的 政 治 地 位，在

名称上 完 全 平 等，都 叫 “民 族”，而 不 是 根 据 “名

分”高低不同，各称为 “民族”“部族”“部落”“氏

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学者们运用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参照本 土 实 际，讨 论 如 何 确 认 民 族 的

问题，其中一个 焦 点 是 汉 民 族 形 成 问 题。当 时 苏 联

学者叶菲莫夫称，根据 斯 大 林 只 有 在 资 本 主 义 上 升

时期才会出现 “民族”的论断，“中国民族”只是在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 初 有 了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之 后 才 形

成。⑤ 范文澜则认为自秦汉时代起汉族就已经形成，

“书同文”就是 “共同的语言”，“长城之内的广大疆

域”就是 “共同的地域”， “行同伦”就是 “表现于

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 “车同轨”就是 “共

同经济生活”，这些相当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 “四要

素”，⑥ 但是中国式的 “四要素”并不是在资本主义

时代形成的，而 是 在 秦 汉 时 就 已 经 形 成。范 文 澜 的

这个观点突破了只有资本主义 上 升 时 期 才 有 民 族 的

论断。⑦

归根说来，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

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 形 成 过 资 产 阶 级 民 族，似 不 应

以无为有；中国古代史 证 明 汉 族 在 独 特 的 条 件 下 早

就形成为民 族，似 不 应 以 有 为 无。历 史 的 具 体 事 实

正是有和无的根据。⑧

需要指出的是，《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所载

叶菲莫夫 《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 脚 注②是 《民 族

问题译丛》编者注：“本文中的 ‘中国民族’（КиT－

айскаянация），有些地方实际 上 即 指 汉 族，我 们 只

在这里，将 ‘中国民族’改为 ‘汉族’，其他请读者

注意。”⑨ 如果 “汉民 族”都 是 在１９世 纪 末、２０世

纪初才形成，那么我国 其 他 “人 们 共 同 体”的 发 展

程度就可想 而 知，按 照 叶 菲 莫 夫 的 观 点，他 们 只 能

当 “部族” “部落”甚至 “氏族”，还不具备当 “民

族”的资格。施联朱在 《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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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毛泽东主 席 曾 经 明 确 指 示：政 治 上 不 要 区 分

哪个是民 族，哪 个 是 部 族 或 者 部 落。① 中 国 建 立 和

建设现代 国 家 的 道 路，从 一 开 始 就 有 自 己 的 特 色，

各民族 “四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遗产和先辈

智慧，是一笔不 可 浪 费 的 宝 贵 资 源，各 族 人 民 在 广

泛持久 的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中，人 心 归 聚、精 神 相 依、

守望相助、手足 情 深，为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打下牢固的民心和情感的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言行合一”“知行合

一”的努力，发生在 风 云 变 幻 的 新 形 势 下，考 验 一

个接着一 个，考 卷 一 张 接 着 一 张，挑 战 连 续，风 险

不断，就像近代时期古 老 的 中 国 “哭 喊 着 走 向 现 代

化”，各族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共同迎接大变局，直

面不确定 性 和 风 险 社 会，团 结 一 致，共 同 奋 争，再

次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过去讲 “军

民团结鱼水情”，讲 “我 把 党 来 比 母 亲”，讲 “东 方

那边的金太 阳，虽 然 上 山 有 下 山，你 给 我 的 温 暖 却

永在我身边”，触景生情，心念旧恩，对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 “入境入情”是可操作性大、

可持续性强 的 实 用 动 力。民 心 相 通 百 事 通，民 情 交

融万物生。

四、结论

旧的历史观 常 常 以 语 言 和 文 化 辨 族，同 化 于 我

者为同族，异化于我者为异族，远谈不上民族平等，

也谈不上民 族 团 结 进 步、共 同 繁 荣 发 展。蔡 元 培 指

出：“且往者暗于生物进化之理，谓中国人种，概由

天神感生，而所谓蛮貉夷狄者，乃犬羊狼鹿之遗种，

不可同 群，故 种 族 之 见 炽 焉。”② 在 列 强 侵 华 的 近

代，同种近、异 种 远 的 西 方 种 族 观 念 东 渐，对 急 于

“保种”、避 免 “亡 种 之 灾”国 人 影 响 较 大，这 样

“种见”难免和文化异同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有任意

性，另一方 面 有 持 久 性。其 实，古 代 中 国 并 无 独 立

的 “种族”观念，哲学观和道德观以 “我”为根本，

与 “我”意识相同的他人也是 “人”，同属一类，尤

其是在道德上注重人 我 关 系 和 物 我 关 系，倾 向 于 万

物玄同、天 人 合 一 的 宏 观 思 想。③ 与 旧 时 代 形 成 鲜

明对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 提 倡 和 践 行 民 族 平 等 团 结

进步、共同繁荣发 展 的 方 针 政 策，以 “大 家 庭”和

“石榴籽”比喻各族 人 民 凝 聚 一 体 的 关 系，以５６个

民族的平等称号象征各族人民 之 间 方 方 面 面 的 平 等

关系。中国 人 民 从 站 起 来 到 富 起 来、强 起 来，沧 海

桑田，文质代隔，新 时 代 号 召 各 族 人 民 以 中 华 民 族

伟大复兴为历史方向，以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为民族工作主线，以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为重要任 务，维 护 祖 国 统 一、民 族 团 结，保 障 边 疆

巩固、社会稳定。

培养 “铸 牢”的 言 行 合 一 和 知 行 合 一 习 惯，离

不开三个重要的认知前提：

（１）中国民族形成 的 历 史 条 件 不 同 于 西 方 主 要

民族形 成 的 历 史 条 件；（２）中 华 民 族 不 等 于 汉 族，

少数民族不 能 自 外 于 中 华 民 族；（３）中 华 文 化 是 各

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这是基于中 国 共 产 党 民 族 平 等 团 结 进 步、共 同

繁荣发展理念的新时代表述，高屋建瓴，清晰无误。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９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总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四个共同”：我们辽阔

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 开 拓 的，我 们 悠 久 的 历 史 是 各

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 灿 烂 的 文 化 是 各 民 族 共 同 创

造的，我们 伟 大 的 精 神 是 各 民 族 共 同 培 育 的；④ 习

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１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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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四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实体性存在

的基础；各民族交往交 流 交 融 是 形 成 这 个 实 体 性 存

在的过程；“四个与共”是这个实体性存在的情感纽

带和理念认知。

我 们 要 在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过 程 中，

正确把 握 和 表 述 “一”与 “多”、 “主 干”与 “枝

叶”、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要将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

民族文化的 集 大 成”这 样 一 个 论 断，在 言 行 合 一、

知行合 一 中 落 地 生 根，成 为 认 知 习 惯、表 达 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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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习惯、思 维 习 惯、综 合 而 成 默 认 习 惯。需 要 特

别指出，铸牢中华民族 共 同 体 意 识 除 了 需 要 言 行 合

一、知行合 一 外，还 需 要 感 情 上 的 体 认，养 成 情 感

体认的习惯。

（费孝通先生和嘉木样大师同车去拉卜楞寺）车

子一停，他 们 就 一 拥 而 上，把 头 伸 过 来，意 思 是 要

求我们摩顶，有 人 甚 至 用 头 冲 撞 我 们 的 汽 车，这 些

行为，完全 是 他 们 内 心 世 界 一 片 虔 诚 的 自 发 流 露。

我对他们真 是 感 愧 交 加。他 们 是 值 得 尊 敬 的 人，因

为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怎能这么虔诚？①

中国人讲 孝 道，重 情 义，孝 道 和 情 义 融 入 日 常

生活，践行如一，不尚空谈，就像汉字文化，重形、

重感、重效。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 然 也。感 于 物 而 动，故 形 于 声。声 相 应，故

生变，变 成 方，谓 之 音。比 而 乐 之，及 干 戚 羽 旄。

谓之乐。”（《礼记·乐记》）。物感物觉、形声形义、

形神入化，这不 仅 仅 是 汉 字 文 化 的 特 色，也 是 整 个

中国文化的特色。以情入形，以情交感，以情达意、

以情入神，这也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一 大 特 质。中 华 民 族

休戚与 共、荣 辱 与 共、生 死 与 共、命 运 与 共，其 中

有体认，有理念，也有感情。

要铸牢中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我 们 首 先 要 养 成

言行合一的习惯、知行合一的习惯、“入境入情”的

习惯。各族人民 要 加 强 新 时 代 意 识、新 情 境 和 新 语

境意识，言 行 合 一、知 行 合 一、投 入 情 感，坚 持 正

确的历 史 观、民 族 观、祖 国 观、社 会 观、文 化 观、

进步观、生 态 观，维 护 国 家 安 全、社 会 稳 定、世 界

和平。 ［责任编辑　郭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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