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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理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于各族人民的社会交

往、文化认同和价值重塑之中，并且在这一动态过程

中历史性地实现了交往之维、认同之维和价值之维

的现代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特定的“历史

之果”和“意识之物”。作为意识形态产物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其生成、存在和发展有特定的思想源

头和行动轨迹。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

成于各族人民的社会交往、文化认同和价值重塑的

现代转型中，是反映中国人民意愿、激励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动

态的历史建构过程，社会交往、文化认同和价值重塑

是这一过程中综合性、整体性的动力因素，三者之间

具有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

一、行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交往之维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民族在社会交往中形

成和发展的产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演变过

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在对现实问题的自在回应中生

发了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性得以历史性建构。因此，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交往行动的“精神画像”和

“思想表达”的“现代性转化”。

马克思在其社会交往理论中反复强调，交往是

民族历史、世界历史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在根源。

马克思在对民族国家的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的理论

思考中，深刻地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

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

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

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

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①。在此意义上而

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人民在社会交往中逐

渐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血与火的共同抗争让各族

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②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须臾不可

分离的整体，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各民

族在行动上团结一致，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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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使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问题上升到了行

动探索的阶段，历史性地“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

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③。

彼时，中国处于传统的狭隘族类、王朝认同与现代政

治理念下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冲突激化的历史时期，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

口号，以其具有时代性和政治性的民族思想引领

着各族、各地方人民从带有片面民族情感的“行

动”逐渐转向了弱化民族界限、团结一致抵御外

患、建设国家的“行动”。自此，中国近代民族意识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发展，在整体对外的革

命斗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实现了前所未有

的历史性觉醒。就此而言，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历史建构的行动性、标志性事件。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被各族人民认可和接受，

并且在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互动中升华为一种共同

依附的民族归属感。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全民族抗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人民的革

命行动和革命团结中得到全面淬炼和提升。具体而

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民族生存危机加

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形成和对

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增强的历史合力的结果”④。日

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了同舟

共济、团结一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随着抗

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主要社

会力量中迅速形成并确立起来”⑤。同时，整个中华

民族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由原来自在的民族转变

为自觉的民族，形成了全面抗战、同仇敌忾的局面。

在抗日战争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以共同的行动

力量对抗日本侵略势力，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联合形成了坚固的革命共同体，体现出强

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

逐步自觉与强化，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构道路，并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区域性

的实践，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也使中国共产党获

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为在全国层面开展中华民族

共同体构建奠定了基础。”⑥正是来自各族人民联合

的力量为抗日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深化和

升华了各民族共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费孝通

先生深刻地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

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

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

程中形成的。”⑦

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民族建设与发展的历程，也

是各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建构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党和国家从民族地区的实际问题和现实

状况出发，根据我国多民族地区发展的具体特点制

定、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情

况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地域、经济等诸多限制性因

素严重地制约着民族地区的资源整合和经济发展。

因此，只有不断促进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进行开放

性的社会交往，才能使各民族在交往中成为经济繁

荣、社会进步的“大中华”的一员，进而促进各民族将

热爱本民族的感情与热爱祖国的感情结合起来，深

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实践

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治理模式，并且以

制度形式加以保障实施，从而在行动上积极有效地

解决了民族地区存在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

问题，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

和根本”⑧。

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实际效果来看，民族区

域自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少数民族同胞建设中华大

家庭的积极性。在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全国各族人民在多层次的民族交往行动中，进一步

加深了彼此间的交流交融，并由此产生了理性的认

知，从而自觉地体认和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因此，做好民族工作，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民

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此，习近平总

书记曾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

到‘两个结合’”⑨。具体而言，“两个结合”一方面是

指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从结构关系来看，民族

自治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民族

自治地区是整个国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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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现实意义上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是指坚持民

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需要注意的是，推进民

族区域自治并非简单地就发展论发展，而是要实实

在在地从行动上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各族人民

民生福祉方面，使我国各族人民在民族交往行动中

实现“中国梦”。

二、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认同之维

作为各民族社会交往产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存在于文化互动的耦合再造之中。纵观历史，我

国各民族间的交流既不是单向度的输入输出，也不

是以某个民族为中心的外向辐射，而是一个基于主

体客观理性的认知、内部有机循环的丰富的交流体

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端于民族间的主体互

动，是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文化心理。

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交往认知中的“主

体互动”和“整体认同”的“现代性转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文化形态的意识

产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文化始终在交

汇、交融、交流的实践中相互碰撞和对话，各族人民

通过科学、艺术、教育等诸多交往形式，在社会交往

中形成整体性的心理感受，从单一、排他的本民族认

知发展成为多元、包容的多民族认知，促进了中华民

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心理认知。在基于认同的文化

统合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稳定的心理基础上

滋养、产生了特有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文化交往，浇筑、培育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中华文化的历史演变来

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开放的思想体系有力地

推进了中华文化的空前大发展、大繁荣，使中华文化

成为人类“轴心时代”璀璨的文明之果。中国古代物

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地

呈现在哲学、史学、文学和艺术等多个领域。我国各

民族在历史发展变动中，一点点形成了独具民族特

色的思想文化，并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一同构筑

了丰富的中华文化格局。

在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变奏中，中原的汉族与

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展开多层次的文化互动。在各民

族间交流互鉴的文化互动中，文化以特有的心理认

知效用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思想和情

感的交流。例如，辽代契丹族学习汉语、借鉴唐宋典

章制度、尊崇孔子等。少数民族在学习与借鉴中丰

富了自身的文化内容，加深了对汉族文化的情感亲

近，如汉唐以后“胡乐”对传统民族音乐的丰富、完

善，促进了民族文化内在的情感融通。因此，各民族

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超越地域限制，有力地集约成

共同的文化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⑩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团

结就没有天然的、无形的思想“黏合剂”。自古以来，

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多元与一体、民族和

社会冲突与共存中，逐渐形成了“和而不同”“天下一

家”“夷夏一体”的文化思想。这些文化思想发挥了

“黏合剂”的作用，以内在的连续性、稳定性走向一体

化，凝聚、整合了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

认同。文化认同是共同体意识交融的必然结果，也

是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华文化强调“夷夏一体”和“多元一体”，主张

“夏中有夷，夷中有夏”的多元并存。这一点在古代

政治治理实践中体现得很明显。在古代政治家看

来，维护统一的仁政最基本的就是“和而不同”的天

下观。正是因为“和而不同”“夷夏一体”文化思想的

影响，中华民族才得以在文化认同中实现疆域统一、

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

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

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各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和

而不同”的文化品性的体现，任何国家的主流价值观

都是源于内在的文化认同。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

缔造了融不同民族文化特质于一体的璀璨中华文

化。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性、整体性影响着我们

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必然影响着我们的未来。我

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认同是对中华民

族悠久历史的认同，是对悠久历史中民族团结统一

的认同。正是在多层次的民族交往认知的“主体互

动”和“文化认同”中，各民族共同积淀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自身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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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价值之维

始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文化交往基础上的认知结果，其终极指向是价

值共识。就一定意义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价值重塑的“综合体”，其内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等价值元素在中国现代转型中激发、导引着各民

族现代意义的行动选择和文化认知。在此意义上，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交往共识中实现“利

益一致”和“价值达成”的“现代性转型”。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特定的意识共同体和价值共

同体，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时代性和民

族性的特征。以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为思想参照，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体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价值意蕴。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共同体”

不是随意的人群组合，而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

价值联合体。“现实的人”以共同利益和共同解放诉

求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身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

价值诉求。马克思所言及的“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

种人类生存理想的共同关系模式和自由人的联合

体，充分体现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

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这一共同体中“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

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决定性的

因素是生产力，这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共同体中都是

根本性、确定性的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直

接地影响着社会利益关系。所以，任何经济意义上

的共同体都要面对、解决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张

力，在竞争、对抗中寻求和谐与平衡。只有共同体成

员与共同体的利益逐渐趋向一致，才可能实现一种

接近完美状态的社会理想。

中华民族始于古代王朝时期，经历近现代民族

危亡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各民族

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形成了联系密切、相互依存的

价值共同体。但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诸多因

素影响，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各民族的发展程度

不均衡，这些现实问题直接表现为不同民族区域、城

乡二元对立结构及其衍生的利益冲突，成为影响民

族团结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现实经济

社会发展中，我们要有意识、有目的地为各族人民谋

求利益，关注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有重点、有方向、

有方法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保障少数民族地

区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进而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实现各民族的利益一致，共享国家改革发展成

果，不断整合、塑造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

新中国成立前，作为价值主体的各民族存在着

不平等、不团结的情况，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

后，阶级压迫和剥削严重，民族矛盾冲突不断，少数

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较为突出。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逐步构建了合理的、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社会

关系和民族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

民族和谐的价值目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

一、相契合，也与作为社会主体的各族人民的价值诉

求相一致。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改善民

生为目的的民族政策，深入推进各民族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全面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各族

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极大地实现了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人的

价值诉求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同时人自身的价

值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实现。正因如此，各族人民在

发展中进一步增强了对国家的价值认同。同时，党

和国家不断制订政策、出台措施解决各民族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促进各民族“五位一体”的交

流交融，在实践中坚持均衡、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发

展。例如，党和国家针对民族地区的客观实际，通过

西部大开发、扶持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一带一路”、

精准扶贫等战略来“兴边富民”，促进各民族共同繁

荣发展，共筑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各民族、各地区发挥各自优势和长处，在相互合

作中共同发展，实现了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的效

应。在长期的社会建设与发展实践中，各民族持续

不断地深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价值共识。当下，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让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严峻的考

验。在艰苦的抗疫斗争中，各民族、各区域的中华儿

女更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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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践行着“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意识。党和国家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阻击

战中，将夺取疫情防控胜利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

重大任务和价值共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落实到共同保护各族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的行动中，使疫情形势发生了积极变化。所以，纵

观古今，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关

键时刻，各族儿女内心深处所迸发出来的爱国之志、

爱国之情、爱国之心，无不是源于中华民族内在的价

值共识。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

下，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彼此

亲近、内心相通的民族共同体，建构了具有中华民族

精神气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主义是中国

现代性的第一要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

族主义的第一内核。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

念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明确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与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发挥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真实地表征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的内在价值，正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重

塑中，各民族实现了现代意义的“共识达成”和“利益

一致”。

我国各民族在社会性交往行动中，促进了不同

民族心理认知的趋向性文化认知，进而在一致性的

民族文化认知中重塑价值共识，实现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交往、认同和价值的现代性三维建构和现代

性转换。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

民族交往的必然结果和应然之物：各族人民在多层

次民族交往中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性“精

神画像”，传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表

达”；各族人民在多层次民族交往认知中的“主体互

动”和“文化认同”，铸就了客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积淀出主观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人民

在多层次民族交往中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共识达

成”和“利益一致”，重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

代价值意蕴，各民族在交往中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

行动选择、文化认知和价值共识一体化，形塑了中华

民族共同意识的现代性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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