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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叙事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特有文化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它以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理论基础，以党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理论和统一战
线理论为思想动力，以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孕育的共同体理念为文化基因。当前，面对多元文化差异性弱化文化认同、
区域发展不均衡削弱民族认同基础以及西方“普世价值”理念侵袭等问题，要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确处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关系，进而构筑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
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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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s a unique cultural form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proces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tains profou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It takes Marx's community thought and Marxist national view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 party's
national theory and united front theory formed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as the ideological driving force, and the community
idea bred by the Chinese nation's civilization for more than 5000 years as the cultural gene. At present, in the face of such
problems as the weaken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by multi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weakening of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by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universal value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tap cultural resources, carry forward and practice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dhere to the correct view of Chinese
history,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ultures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then build a
cultural path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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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将“坚持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1]这一
重要论述纳入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加以强调，
有力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巩固民族
关系、促进民族振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文
化作为涵盖经济、政治乃至其他一切领域的精神
现象，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广泛的辐射面，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动力。因
此，应以文化视角为切入点和着眼点，深入剖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文化机理及其内蕴的
文化元素，有力破解当前所面临的文化壁障，进
一步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进路，
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蓝图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蕴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叙事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特有文化形态，是
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秉承的共同价值规范和能动维
护意愿。这种基于民族语义场中的聚合型话语体
系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
厚的文化基础。
（一） 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为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复合型概念，

深入剖析其所蕴涵的思想理论基因，须寻根探源
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双
重场境。一方面，作为唯物史观视域下的重要理
论形态之维，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在对
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哲学的
合理继承与批判超越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
的现实境遇进行省思与批判，并对人类未来美好
社会加以构想与憧憬的科学理论体系。在马克思
看来，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必将遵循着由原始社会
聚集而成的自然共同体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
抽象或虚幻的共同体，最终跃升至人人皆可占有
自我全面发展本质的真正共同体的终极发展形态
和文明演进趋势，从而彻底告别以血缘宗亲关系
为纽带联结成的自然共同体的束缚，冲破以资本
为锁链而演绎的剥削共同体的桎梏，表现为一种
超越历史阶段性的普遍状态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叙
事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
体现实建构的意识形态范畴，以旨在凝聚各民族
人民自由全面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价值旨归，

而与马克思真正共同思想中关涉创构自由人联合
体的实践向度相耦合，由此从实质上来说，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作出了文
化延续与理论创新的新时代阐释。另一方面，马
克思恩格斯尽管尚未十分明确地就民族关系建构
起完备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就民族问题所论及和
倡导的平等、联合、进步等思想，与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中的平等团结、繁荣发展等价值规范，
表现为一种先天契合的源流逻辑关系。马克思在
《神圣家族》中强调：“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
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2]他们还认为，民族间
的平等关系必须由概念的平等走向事实的平等，
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进而从真正
意义上消除民族剥削与压迫。列宁同样坚持民族
平等理念，认为“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完全平等
的原则是分不开的”[3]，由此民族交流融合、共同
发展进步等才会成为现实。可见，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所倡导的民族平等、权利实现等理念，能
够鲜明映射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生存情
境，以历史缘起与时代流变的叙事方式，深刻昭
彰了共同体意识培育与铸牢的文化根基及其理论
在场。
（二） 以党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理论和统一战线

理论为思想动力
百余年来，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将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创造性地
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民族理论与统一
战线理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升华汇
聚了更为直接的文化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在正确研判国内外局势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形态的条件下，鲜明地提出了“民族自决”的
纲领。大革命时期，受制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
及党对民族工作的认识局限性，党着眼全民族共
同利益的实现，开始逐步意识到建立联合统一战
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竭力促成国共两党的首次
合作，正式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这是党的共
同体理论的初步雏形。土地革命时期，党面对国
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威胁，领导根据
地各族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以反对封建压
迫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深化
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
党在瓦窑堡会议上清醒认识到，要采取广泛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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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避免冒险主义，最终战胜
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在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
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4]解放战
争时期，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党争取一
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与他们密切合作，建立起了同
各族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广泛的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党不断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联合，
并妥善处理民族纠纷和矛盾，在坚持民族平等的
基础上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发展，形成了
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爱国者
的统一战线联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
新的历史坐标和时代契机，坚持完善统战工作格
局，加大推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力度，切实提
升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族际关系愈加趋
向团结向善，民族地区的整体风貌得到极大改观，
从而实现中华民族朝着更加包容、凝聚的共同体
方向发展。总之，正是在党的统一战线和百年民
族理论的科学指引和思想熏染下，进一步铸牢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 以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孕育的共同体

理念为文化基因
我国古代人民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所蕴涵的道德理念、思想文
化、精神观念等文化基因绵延千年而影响至今，
它作为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范式。由此，应“深入挖掘和阐
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5]，使其成
为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源泉和思想基
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民胞
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思想理念，
孕育了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肥沃土壤，
蕴涵着广大劳动人民心声指向及其对未来理想社
会的无限憧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塑
发挥着颇具向心力的聚合作用。先秦时期，儒家
提出“和”的思想，可阐释为和平、和谐、和睦、
团结之意，通常被认为是人处理一切事物的准则。
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在《张子·正蒙注》
中有“太和，和之至也”之说；《礼记·中庸》中
有“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之论。可见，“和”
作为一种可贵的状态能够以文化的相貌呈现出来，

深刻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
团结”“维护中华民族多样性”的共同体思想。
“合”则蕴涵包容、合作、融合之意，它能够促进
中华各民族之间彼此有益借鉴、互相充分融合各
自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思想和有利因素，力求
各民族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
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天下观念”“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构的文化指引，它形成于中华民族历史
更迭与时代流变进程中，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对于
政治稳固和国家统一有着特殊的凝聚作用，构成
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共识的文化基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
的警世恒言和人生理想，它沿循着“个人—家
庭—国家—天下”的思维逻辑关系和意识发展结
构，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共同体意识。
千百年来，以“和合”思想、“大一统”主张等
为标志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都深刻蕴
含着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思想，这表明我国人
民对共同体的追求已深深融入到全体成员的骨髓
与血脉之中，汇聚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文化记忆和情感基因。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壁垒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事物在现实生存境遇

下的真实表现与发展状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思想交锋与意识形
态的激烈角逐中持续进行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伟业前所未有接近实现的今天，多元文化差异
性弱化中华文化认同、区域发展不平衡削弱民族
的认同基础以及“普世价值”理念的侵袭，仍然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层面所面临的
现实问题。
（一） 多元民族文化差异性弱化了中华民族文

化认同
从民族学角度上说，文化作为一个极富现实

意义的实体范畴，是以客观的共同要素———语言、
历史、习俗、传统，以及人们的自我认同来界定
的。由于这些客观要素的不同，致使各族群众在
风俗、信仰和行为上有别，从而构成各自独有的
文化。民族地区的繁荣进步、民族间彼此交往交
流交融都深受文化的影响，文化的认同是各族人
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层次的认同。然而，由
于我国多民族国情的特殊性，使得我国各民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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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现实差异性，这
种差异性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文化差异，而这
种文化差异呈现的是各民族由生活方式和风俗习
惯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它集中体现在民族的
饮食习惯、衣着服饰、建筑风格等以物质形态存
在的文化多元性。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来看，
则体现在各民族思想信仰和精神文明的不同，他
们在语言文字、节庆礼俗、伦理道德等维度表现
自己民族的风格和特色。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
文化认同作为本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思想理念的
真挚信仰、对生活范式和前途未来的关怀以及对
族群关系的认识和把握。通常而言，一个民族文
化生态系统得以维系的深层次价值意识，即表现
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形态，它内在统摄着族群
成员的文化和价值等多维思想观念，以及在这些
思维意识影响下而诉诸的社会文化行径。当与其
他民族文化产生交流交融时，这种深层暗含的文
化认同意识会使本民族成员生成强烈的自我意识
和归属情愫，表露出一种对他者防范、对自我依
赖的特有心态，文化生态系统的排外性特质因由
而生。因此，尽管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的确创造
了异彩纷呈、璀璨耀眼的中华文化，但由于这种
先天性的文化差异使得文化的共同性和包容性遭
到遮蔽，故而弱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
同，进而制约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
（二） 区域发展不均衡削弱部分地区民族的认

同基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变局，各个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愈发凸显，对于进入
新时代的我国来说，解决民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
不均衡的现实境况迫在眉睫。由于自然环境恶劣、
人才资源匮乏以及经济基础薄弱等方面的特殊性，
使一些民族地区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处
于劣势地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伴随改革开放推
进步伐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进步，但其
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等仍与东部发达地区存
在巨大差距，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状况必然会
在少数民族群众中产生心理落差。要知道“民族
利益是在多民族国家中产生的、由于民族间发展
差异而表现出来的正向价值需要”[6]，但是当这种
利益的需要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话，那么以物质
关系为前提的一切关系将得不到体现，现代性的
文明叙事方式将在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中被定义为

“不文明的现代化”，由此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至少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文明发展方式
冲击了他们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进程使得原属于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习惯、
民间信仰似乎被这种文明所剥夺，由此产生了文
化上的孤独感和空虚感，部分少数民族群体开始
出现了民族的认同危机。这一非理性民族主义的
思想一经形成，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国外敌对势
力以可乘之机，进而严重威胁并阻碍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而种种现象的发生都在本质上释说着
一个道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
利益有关[7]。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民族地区
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发展的内生动力呈现出强
劲势头，但区域发展差距大的问题仍然存在，发
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不从根本上解
决经济失衡的根本弊病，就会削弱部分民族的认
同基础，进而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
铸牢。
（三）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下“普世价值”理念

的侵袭
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开启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它使得“过去那种地
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
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
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
能”[8]。民族和地区的精神产品开始成为全球公共
的财产，这一精神产品在资产阶级的精雕细琢和
深层加工之下，逐步演化为资本主义倡导的自由
主义世界秩序的“普世价值”理念。而所谓的
“普世价值”代表的仅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为
一切国家和民族所“普世”，因此归根结底不过是
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罢了。亨廷顿认为，表征着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普世价值”理念，并不
能澄明人类整体性文明之外具体特定的人类文化
样态，因而其“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
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
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于它‘之下’”[9]。由
此，“普世价值”的反动本质和罪恶动机便暴露
无遗了，它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
将自我装扮成所谓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并
强行向全球推而广之，并将其灌输对象指向了作
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身上，特别是对
青年群体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进行侵蚀和渗透。

18· ·



由此，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以自我释说的实践展
开方式，将我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
入“普世价值”的文明体系，使部分青年盲目崇
拜西方文化，迷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滑进
了个人主义的思想陷阱中，不断消解着自身逐渐
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民族文化的认
同感。特别是利用部分少数民族的信仰习惯，趁
虚向民族地区群众进行“普世价值”理念的意识
形态渗透，蓄意散布破坏我国民族地区团结稳定
的不实言论，这无疑给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带来了严峻挑战。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交往交流、团

结进步、共同繁荣的内在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面对当前国内外存在的诸
多精神文化层面的现实困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必须在文化上寻“根”问“祖”、立“根”
守“魂”。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着
眼于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及正确处理中
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等多维文化视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筑牢思想基础和
精神高地。
（一） 全面夯实文化基础，深入挖掘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在中华民族不同历史语境下形成的多维文化

样态，内蕴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文
化积淀和精神根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
实现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
发挥文化资源对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涵育作用。

第一，加大文化资源的开发深度。一是要充
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
契合的部分，深化对传统文化中蕴蓄的各民族普遍
认可、共同遵守的思想理念的提取和阐释，“从
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印迹”[10]，
传承各族人民数千年来形成的团结友善、互助共
进、以和为贵等优秀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在唤
醒各族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中根
深蒂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要深入挖
掘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红色基因，不断强化红色
基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政治定力、精神
命脉和思想引领，深刻阐发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

石的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不畏牺牲的品格和
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红色基因标志，让共产党人创
造的红色文化成为各族青年群体团结奋进的亮丽
底色，切实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培根铸魂的重要价
值，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青年群体心灵
深处。三是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深度融合，紧扣新历史方位视域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主题，创生出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密切关联的文化新形态，以清醒而
自觉的理论之思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
想根柢培土奠基。

第二，提升文化资源的运用效度。一是要根
据不同民族地区社会民众的思维特点、心理感受、
思想诉求及精神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和运用符
合其发展需求的文化资源。特别是要重点关注各
族青年群体，他们正处于思想较为活跃、三观尚
未稳固的关键时期，在培育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过程中，要在准确把握个性差异的前提下，
针对其在不同阶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
认知、思想转化和实践养成等多重维度，精准选
择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资源，以有效实现文化资源
对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涵育价值，切实做
到对文化资源的高效利用。二是要深入研究不同
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在实现民族传统文
化的现代化深拓与重塑过程中，有效提升民族文
化资源的利用效率。以贵州苗族、侗族食俗文化
为例，苗族“吃鼓藏”和侗族“吃相思”等民俗
活动，不论是从祭祀典礼的历史维度考量，还是
从聚饮对歌的时代视角来看，都彰显着一种集体
无意识的共同体情怀，立足对“贵州苗族、侗族等
民族食俗文化的古礼认同和现代文化的转化”[11]，
能够使少数民族特别是青年群体自觉接受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熏染和塑造，在提升民族身份认同
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各

民族价值共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

中体现和各民族成员共同接受的价值准则，对于
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共识发挥着集聚社
会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的重要作
用。

第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引
机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各民族公认的道

董 辉 孙少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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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准则和价值追求，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
各族群众的共有精神家园。新征程上不断发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引机能，一是要清晰指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方向。以主动的
姿态引导各族群众正确辨别各种纷繁复杂、形形
色色社会思潮的价值真相，清晰澄明以西方“普
世价值”理念为典型霸权话语的伪善本质，坚决
驳斥一切扰乱和侵袭民族地区成员思想认识的各
类错误思潮和有害论调，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中不
断提升各族群众对我国话语体系和正确意识形态
的认同与遵循，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丰厚的精神支撑。二是要深刻塑造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标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衡量民族地区成员思想道德素养的重要评判
标尺和共有价值规范，有效提升全体成员对中华
民族是一家的思想尊崇和情感依仗，使共同体意
识在社会生活中为全民族成员所维序和拥护，助
推价值认同由自发向自觉的现实转换，引导各族
成员主动做到将其入脑、进心、化行，进而汇聚
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承意志品质和磅
礴思想伟力。

第二，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培育，一是要引导各民族成员在核心价值观
这一精神信仰系统的宣传教育中增强文化认同。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具有文化上的同质性趋向，深入挖掘两者内在
相通与互相契合的人文理念、价值准则、道德规
范等共有文化精髓，采用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各族
群众形成共属多元一体格局的聚合心理，激发各
民族创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增强各族
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二是要满足各族群众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殷切期盼。准确
掌握民族地区成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知情况
的研判与剖释，紧扣新时代民族复兴语境下的新
变化和新趋势，作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
代阐扬和实践叙事，激活社会主义深层精神信仰
系统的思想魅力和时代张力，依托创造转化和创
新发展的思维和理路，在深化全体成员对核心价
值观和共同体意识内涵与价值的理论廓清和思想
浸润下树立正确的祖国观，进而构筑起各民族成
员共属的情感高地。

（三）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民族
认同感和自豪感

长期以来，西方从未停止过从历史观角度对
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其背后所隐喻的是否定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连贯性。为此，从
国家大局出发，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正确
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提振民族认同感和向心
力、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共识提供了理
论遵循。

第一，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需要以中国历史发
展的整体脉络为研究基点，善于从中华民族演进
的具体实际和客观规律出发，主动把握中华民族
共同体变迁的基本趋势和发展的总体方向，准确
梳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与演进的基本
规律和具体样态，深入分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动力因素和历史进路，从而以整体性的总体视
域来把握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逻辑理
路和未来指向。同时，要深入挖掘并创新运用各
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所留存下来的
文化记忆、史料记载、历史古迹、文化遗存等。
通过借助对这些客观存在历史相貌的考察与探究，
能够将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发展历史的关系
进行总体梳理和全面把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
史的研究提供实践基础和历史依据。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是一条异于西方历史文明
演进的中国原创性道路，彰显着中华民族发展的
独特气质，是各民族群众共同创造和共同依赖的
共有家园，坚持对其形成与发展的脉络进行规律
性阐发与把握，为增强各民族群众的民族认同感
和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参
照。

第二，积极开展中华民族历史教育。中华民
族历史观作为各族群众共同创造的思想财富和文
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本。从
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演进历程看，中华民族发展
的历史、现实的状态以及未来的趋向是生生不息、
一脉相承的完整链条，坚持组织实施中华民族历
史教育内在地构成了共同体意识培育和铸牢的重
要内容。积极开展中华民族历史教育，要主动将
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道德规范、
价值准则转化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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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感认同，将各民族精诚合作、艰苦奋斗的民
族精神以及创造的灿烂文明成就转化为各民族成
员奋力前行的坚实力量。特别是对于各民族青年
群体而言，开展中华民族历史教育能够引导他们
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史、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体格局，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和
时代意义，从而引导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
民族观、文化观和历史观，在增强民族认同感和
自信心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奋斗的精神伟力。
（四） 加强文化交流互鉴，正确处理中华文化

和各民族文化关系
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呈现为一种干枝

逻辑关系。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思
想共识，需要以文化的力量搭建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为凝聚共同体意识筑牢文化根基。

第一，正确看待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加强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与文明互鉴。56个民族
齐力书写了绚烂的中华文化，一同为创构民族共
同体贡献了原生力量。新历史方位下培塑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要积极引导各族群众正确看待民
族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弄清楚各民族
间“同”之取向与“异”之特色，方可在尊重差
异、理解个性的“求同存异”共同体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积极引导各族群众提升对国
家和民族的认同指数，同时增进对新型马克思主
义政党及其文化形态的诚挚拥戴与自觉捍卫等方
面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同时要尊重各民族语言文
字、饮食服饰、节庆礼俗、建筑风格等层级的特
殊性和差异性。要始终秉持尊重差异而不是强化
差异、突出共同而不是趋向同质的交往理念，在
不断增进共同性的过程中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平等
对话和交流互鉴，为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和厚植赋
予更多文化元素和精神意蕴。要充分依托经济、
政治、社会等多维力量创设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的空间场域，使各族群众在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过程中，促进彼此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
大效度推动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与创构。

第二，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
确处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结构表征，是在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
发展史中逐渐形成的客观存在，是我国各民族共

同创造历史的实然样态，经历数千年的文明发展
与演进，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情感等方
面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日渐形塑着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彼此相容、互不分离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千百年来，“多元”的民族缔造了“各美其美”
的多元民族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美美与共”
的一体中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由此，在培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教育和引导各民
族成员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干枝
关系，既要注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各民族
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传统和先进文化理念，又要传
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原生魅力和价值张力，在
“返本”与礼敬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重在强调
“开新”与发展新阶段的现实文化，从而在推动各
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同向同行和协调统一中提振
中华文化的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发挥
其驱动共同体意识凝聚的文化价值，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夯实思想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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