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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人们最深

层次的认同。让人们于潜移默化中不断认识和理解

身处其中的文化并对其产生强烈的认同，既是认同

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文化符

号或视觉形象(“标识”)是人们文化观形成的重要因

素，因为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绝大部分来自视觉。如

此观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

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重要论述，就不

仅仅是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提出的重要

实践方略，还有着极其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简而言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可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和中华

民族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

径之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常说的“符号”与

“标识”，首先是与视觉关联在一起，因为当人们谈论

一种“符号”或“标识”的时候，总是通过“看”而获得

对它的最初认识。视觉是通过视觉器官——眼睛，

来接受一定波长的外来光刺激，经过视觉神经和大

脑进行编码加工及分析处理后所获得的直观感觉。

研究认为，人所感知的外界信息超过80%来自视觉，

视觉当仁不让成为“最核心的感知力”[1]1。关于视觉

对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中西方认识论史上都有

很多论述，而西方表现尤甚。

在西方，存在一种深厚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

一系列西方哲学文化上的核心概念，比如 theory，
speculation，idea，illumination，enlightenment，phenom⁃
enology，lichtung等都在辞源上与“视觉”和“光”(任何

颜色都是一种对光的视觉效应)相关联。[2]3～9诚如沃

尔夫冈·威尔什所言：“在历史上，流行不衰的是视觉

至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以颂扬视觉开篇，并

且以它为每一种洞见、每一种认知的范式所在。新

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光的形而上学是单纯的视觉本

体论。基督教的形而上学甚至以视觉隐喻来阐释神

言，当然圣人们也都有了一个漂亮的视觉形象。在

后人所谓的‘黑暗世纪’的末叶，视觉的优势日益高

涨，达·芬奇称视觉为神圣，以它为世界基本真理的

知觉。启蒙运动将光和可见性的隐喻推向极致，现

代性依然不知有什么较透明更高的价值。”[3]258同时，

西方思想家们也一直在探讨“视觉”的历史，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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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今人与古人“视觉”的不同之处。视觉历史论认

为，视觉体验会在历史进程中变化为各种方式。[4]311

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明确写道：“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整体的整

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5]12而本斯·纳内认为，

是“视觉注意”(visual attention)具有历史，即不同历史

时期的人对绝对相同的视觉景象有不同的注意点，

因而“视觉注意”在历史进程中变化了。 [4]324比如说

一个人年轻时对国旗这个符号了解不多，他“看”国

旗时，只“注意”到很少的内容；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

他对其祖国历史理解的加深，他“看”国旗时，就会

“注意”到他以前不曾“注意”的细微之处。

视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如

古史传说中仓颉“四目重光”、舜帝“重瞳子”，尧、舜

是三眸子(《荀子》)，《述异记》所记载的蚩尤“四目”，

《神仙传》所记载的老子“大目”，都以神话的方式表

明，在先秦时期，对超凡视觉能力的向往成为一种普

遍的文化心理。另外，与心智通达灵敏的含义相关

的汉字也常常与“目”有关，如睿智的睿，以目为义

旁；宪章文武的宪(《说文》释“憲”，敏也)，也从目得

义。而盲、瞽等与视力疾病有关的字则往往表示心

智的蒙昧。[6]11不过，与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不同，中

国传统文化中并不过于彰显视觉，反而对视觉极有

可能为现象世界所蛊惑高度警惕，因而对视觉的可

见性加以限制，并从而走向对不可见性的强调。虽

然中国视觉文化与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迥异，但根

源于视觉的形象思维却有效地解决了视觉有限性的

问题。

“象”属于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甚至可以

说中国文化就是“尚象”的文化。《周易》以“观象制

器”来解说中国文化，汉字以“象形”为基础推衍出自

己的构词法，就是确证。“象”的本意是动物大象，古

代“象”与“像”通用，故“象”由动物名称而引申为一

种视觉表象，一切显现之物皆称为“象”。“象”有多层

次含义，如物象、卦象、意象和无形之大象。物象指

具体事物的形象或景象，指事物自身所呈现出来的

外观，如自然界的山川日月、风雨雷电等物都以其各

自的形态而显现着自身。这种物象可引申而为一种

征兆或象征，依于形象又超越于形象，需要慧眼才能

辨识，如《易传·系辞下》：“仰以观于天文，府以察于

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卦象是对自然物象的模拟

抽象而形成的一种象数符号系统，用这套符号系统

通达鬼神、预知吉凶祸福。“圣人立象以尽意”“圣人

设卦以观象”，就是说先圣为了把握说明瞬息万变、

难以把握的物象，依赖于物象而又超越于物象，创立

了意义明确、便于言传的八卦及六十四卦，以观察卦

爻之象来说明吉凶。意象是指感知主体的情感附着

在客观的物象上面，象中有意，象中有我。意象不是

一种与物象和占卜符号分离的他样的象，而是强调

其对纯粹形式和物象的一种超越。意象侧重于通过

语言表达意义。它已经从特定的、具体的物象中分

离出来，并表达一个抽象的意念，但这个想法并没有

完全从形象中分离。象的最高形态就是无形之大

象，老子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

章)。这种无形之大象，就是形而上的本体，就是

“道”。不过，无论是卦象，还是意象或无形之象，都

必须以物象为基础，没有物象，其他“象”也就成了无

源之水。

中西方文化中的视觉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符号”

和“标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符号”“标识”虽然

必须通过外在的物象或图像体现出来(符号形式)，但
这个物象或图像已经不再单独指某个具体的物象

或图像，这仅仅是它的“能指”，“符号”“标识”还必

须有它的“所指”(符号意义)，有了意义的参与才能

成其为“符号”“标识”。当人们看到一个符号或标

识的时候，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客观对象的外表，主

体认知的语言、价值、理想都已经渗入其中。一个

好的“符号”“标识”，其“所指”越大，附着在其上的

价值与理想则越多。如何让“看”到“符号”“标识”

的人投入更多的“注意”，“看”到“符号”和“标识”后

面更多的意象和无形之象，虽然主要取决于“看”的

人的“注意力”或境界，但“符号”“标识”的“所指”则

提供了可能。如何让“符号”“标识”更好地影响人

们的意识和观念，这是“符号学”、视觉理论等致力研

究的内容。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符号”“中华文化符号”以

及如何传播中华文化符号等都做了非常多的探讨。

“符号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哲学研究

··4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民族问题研究 2023.4
ETHNIC STUDIES

中的“显学”，一大批汉译西方符号学论著出版，中国

学者或介绍、或综合、或有所创新的符号学著作也相

继面世，较著者如李幼蒸《历史符号学》(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3年版)、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等，符号学理论虽发端

于语言学，但在文学、新闻传播、影视等领域也得到

广泛运用。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成果虽不多，但

也有比较深入的探索，如吴畏编著《中国文化符号解

读》(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赵朱麟著《对外传

播视野下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的研究》(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4年版)、蒙象飞著《中国国家形象与文

化符号传播》(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等，李泽厚

也曾选取“鱼”“龙”这两个符号和汉字这个符号系统

来阐述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李泽厚：《论中华文化

的源头符号》)。纳日碧力戈在《民族三元观——基

于皮尔士理论的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 2015年版)
中，比较成功地将符号学运用到民族研究领域。宗

争主编《民族符号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版)收录了部分运用符号学原理研究民族或

民俗文化的论文，也提出了“民族符号学”如何可能

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中华文化符号

以及如何提炼中华文化符号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但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真正从各民族共享的角度来

研究如何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这一问题，现实需要我们对这一重大问题开展深入

研究。

二、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深刻内涵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之所以重要，就

在于通过它们，人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对中华

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识。因此，把中华文化和中华

民族的内核或精神通过“符号”“标识”等展示出来，

就是一件极为重要而严肃的工作，因为如果提炼的

“符号”“标识”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

的内核或精神，则会导致人们不能正确地接受或理

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因此，要提炼中华文化符

号或中华民族标识，前提就是要准确理解中华文化

和中华民族精神。

(一)中华文化之要义

要准确理解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深

切理解中华文化是先决条件。理解中华文化，可以

有纵向和横向两个进路。从纵向来说，中华文化包

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近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

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帜。”[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又重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

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8]总书记

的两次讲话明确指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逻辑关系，实

际上就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古”与“今”关系问

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古”，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今”，彼此

唇齿相依、绵延赓续。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中的“古”

与“今”相通与共，作为中华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产

物，这样三种文化形态都蕴含了中华民族最为深刻

的精神追求，同时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的

精神身份。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

是按照“古”与“今”的历史逻辑建立起来的。在当

代，我们现今的中华文化发展方向则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不能去搞厚“古”薄“今”、以

“古”非“今”，更不能非“今”返“古”。 [9]传统文化可

以提供思想资源，狭隘的传统主义则不可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是中

华文化发展的统领。

横向来说，中华文化是各区域文化、各民族文化

集大成。从民族的角度来说，中华文化是古往今来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

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能把汉

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也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

和中华文明缺乏认同。中华文化是“多元”与“一体”

的高度统一，所谓“多元”，就是说各民族的文化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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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特性，并且由于民族将长期存在，这种特性也

将长期存在，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中，追求文化差异

性实际上是每一民族的天性①。所谓“一体”，实际上

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各民族文化中存在共

性，并且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共性

的因素是在不断增多的；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之间

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美美与

共、和而不同，从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是

“一体”的表现。“一体”与“多元”具有辩证统一的关

系，“一体”是方向和主线，“多元”不能突破“一体”，

自外于“一体”；“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一体”不能压

制“多元”，取消“多元”。

(二)中华民族精神之内核

中华文化是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而凝聚、整

合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当然是中华民族在各种实

践中逐步形成的，但作为中华文化整合的核心，中华

民族精神反过来又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存在起着认同

和凝聚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引导和鼓励

的作用，它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能动的内核和根

据。 [10]207可以说，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精

神是三位一体的。对中华民族精神同样可以从纵

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理解。从纵向上来说，中华民

族精神具有历史继承性，其基本内容在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中就已不断生成。同时，中华民族精神又具

有创造性和开放性，在近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中，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和发

展，伴随着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华民族精神还将日益得到完善。横向上来

说，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对这一

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

讲话中说得非常透彻。他说：“在历史长河中，农耕

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

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

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近代以后，面对亡

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

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

壮山河的伟大史诗。”“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

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

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

动力。”[11]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人们从不同角度有

不同的论述。张岱年认为《周易》所谓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 [12]328刘纲纪以理性精神、自

由精神、求实精神、应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

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13]方立天认为中华民族精

神包括重德精神、务实精神、自强精神、宽容精神

和爱国精神等五个方面。 [14]伍雄武认为，中华民族

精神的内核主要是崇德重仁、道德至上，群体高于

个人、义务重于权利，救亡图存、以竞争求进步。

上述这些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各有侧重，都有

可取之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来没有如此之近。

但是，离目标越近，前进的阻力往往越大，越是需要

我们进一步提炼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

记特别强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在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

华民族精神做了全面深入论述，认为中华民族精神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

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并从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四个方面阐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实际上，习近

平总书记还论述过多种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或

缩影，如“劳模精神”“沂蒙精神”“焦裕禄精神”“抗战

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等[15]，这些精神都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

容。这些精神昭示着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都体现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和生

动体现。

(三)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

前文已指出，“符号”包含有所指和能指两个要

素。任何一个事物(即便是想象中的事物)都蕴含有

“能指”这个要素，但如果它没有“所指”这个要素，便

不能称其为“符号”。如我们说一朵具体的玫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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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朵玫瑰不包含爱情或友谊的意义，则它仅仅

是一朵玫瑰而已，却不能成为“符号”。中华文化

符号就是指在中华文化中那些能体现中华文化精

神或意义的元素，当人们看到这样的元素时，不仅

能直观地意识到这个元素是中华文化的，而且还

能从中自觉体认出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与意义。

比如说，“龙”是中华文化的典型符号，虽然它不是

真实的存在，而只是一想象中的存在，但当一个中

国人看到“龙”这个符号时，就会意识到它是中华

文化的象征，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还能够自觉生发

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正义秩序的坚持和对幸福

生活的追求。

“中华民族形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

华民族形象包括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品格和体

现这种精神、品格的视觉形象。比如人们常说中华

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这显然是从中华民族

精神和中华民族品格来说的中华民族形象的。狭义

的中华民族形象就是指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品格的

视觉形象，也可称之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或中华民

族标识。因此，中华文化符号和狭义的中华民族形

象实则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所讲的“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

中华民族形象”，主要是从视觉意义上讲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

三、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

中华民族形象的路径

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和开放

性，决定了中华文化符号的不可穷尽性和中华民族

形象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但如果我们树立和突出各

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就会使

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共同认识不断

增多，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的一致性就会不断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不断得以铸牢。因

此，这里的关键词是“共享”，我们要树立和突出的不

是一般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而是各民

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什么样

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才是各民族“共享”

的，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树立”和“突出”，需要深入

研究。

(一)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树立和突出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

内容

语言是人们交流交往的工具，是人体器官的延

长，同时，一种语言又规约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

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用索绪尔的话说，语言是准

则，是一个整体，是分类原则。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

配，是社会成员的约定俗成，是一种社会心理现

象。[16]28～37罗兰·巴尔特也认为，“语言(language)是一

种立法，语言结构是一种法规(code)”[17]4。可以说，语

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或者说是民族的要素，相互依

存，互相制约。[18]1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相适应，

中国同样也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且各民族

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与

此同时，汉语言文字是全国的通用文言文字，本身就

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识，学习好全国通用语言文字，

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和义务。

学习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交流交融，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国

家有 80多种语言，30种左右文字，这么多语言文字

都是中华文化大花园里的美丽花朵，但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所具有的凝聚作用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形成。正如安德烈亚斯·威默所言，“如果不

同的个体间能用共同的语言互相交谈，那么建立跨

地区和跨越族群分界线的联系就更为容易。这可降

低‘交易成本’，易于做出了解彼此意图所需要的努

力、解决分歧和谈判妥协，并由此建立持久的信任关

系。”虽然威默错误地认为方言是不同的语言，而把

汉族看作是一个“族群同质而语言多样的民族”，但

他指出，由于信件、报纸、书籍和政治小册子都用统

一的文字也就是汉字写成，“这种统一文字的本质使

得讲不同语言的居民可以轻松地相互理解”，“书写

文本的同质性降低了政治交流的交易成本，从而允

许思想的传播，以及连接起跨越帝国广大领土和多

语种群体的联合和恩庇的网络。就如单一书写文字

在几千年中国为帝国的政治整合提供了沟通的黏合

剂那样，它在现代大众政治时期促进了民族/国家建

构。”[19]12、154～155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本

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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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理论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通用语言文字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推动共同体的形成与进一

步发展。②

更进一步说，汉语言文字作为我国通用语言文

字，是中华各民族“共享”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中华

文化的最重要的代表性符号之一。③这种“符号”实

际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当人们看到汉字的时候，

就会意识到这与中华文化相关联。二是汉字本身是

以象形文字为基础，就是把实物的外形轮廓作为符

号，文字像实物的形状，以形表义，从而使得每一个

汉字成为独特的符号，还随着人们对其理解的越发

深入，其所展现出的“所指”就越大。因此，汉语言文

字更能给人们带来视觉形象的冲击从而增强人们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

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每一位中国人都有学

习和使用它的权利与义务。然而，普通话和规范汉

字的普及在我国还面临艰巨的任务。有研究表明，

部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识字量、正字法和阅读理解还没有达到及格水

平。④有些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任务

还非常重。这些现象都不利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

交融，不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当然也不利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树立和突出各民

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要聚焦

一些使用国家语言文字能力比较弱的地区，因地制

宜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适时推出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当然，推广普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与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

文字的权利是并行不悖的。

(二)全方位推动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

建设

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形象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随着人们认识的

不断深入而不断推进的工作。一方面，对什么符号

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什么标识是各民族

共享的中华民族标识的本身就有一个如何形成共识

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指出的，中华文化和中

华民族形象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事物，在不断

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中华文化

符号或中华民族标识。因此，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

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也是一项不会完

结的工程。

对那些已经形成共识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要在“突出”上下功夫。这样

的符号或标识很多，如前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

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符号和

中华民族标识的国旗，出现在国徽里面的天安门，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节日如春节、国庆节等，体现我国

统一多民族国情的符号(如含有 56个民族人物形象

的图画、体现多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园)，等等。这

些符号或标识多了，人们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

同感就会不断得到强化，人们正确的祖国观、民族

观、历史观、文化观就会不断树立。

要按照政治性强、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接受度

高的要求加工、提炼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

识。在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前提

下，从服饰、建筑、器物、乐器、食物、艺术等等中间，

加工提炼出一大批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

精神的符号与标识，这有待对符号理论、视觉理论

的深入研究，当然也需要哲学、艺术学、建筑学、人

类学、民族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介入方可实现。

在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同时，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

可以组织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的设计大

赛，评选出一批各民族认可度高、传播力强的符号

或标识，并通过建筑、标牌、展会、影视、新媒体等进

行展示。

(三)注意挖掘中华各民族文化中同质性一体性

的内容

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多元性容易理

解，但挖掘中国文化中的一体性，也就是各民族文化

中的共同性因素，无疑有助于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

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精神这项工作。

1.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同质性、一体性的主要表现

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同质性和融合在不同的文

化中表现出来。例如，在世界观领域，中国古代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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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传统意识形态中最突出、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天人

关系。在中国古代，许多民族都将“天”视为超人、超

神、超自然的宏大伟力。人世间最高的统治者是天

子，他是受天命来统治人类；中国民间有一句流行很

广的名言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意思就是说一

个人事业的好坏、成败都是由上天的意志所决定

的。因此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几乎就成

为那时许多民族判断事物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进而

也成为古代中国许多民族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的坚

实基础。与此同时，像是在政治生活等方面，伴随着

秦汉等皇朝时代的来临，各民族都主张“大一统”。

尽管他们的政治管理形式或许各不相同，但大多数

民族都主张在自己的民族地区或在华夏其他地区建

立的政治机构中实行集中管理。在社会道德和价值

取向方面，他们重视诚实，轻视欺诈，重义轻利，重社

会，重集体，轻个性。这些概念既是群体意识，但也

是个体行为，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中广泛流行。各民

族的文化融合和同质化，是各民族长期交流和交流

的结果，也是各民族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

重要基础。 [20]这样的挖掘越多，我们就越能从中提

炼出更多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

标识。

2.挖掘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因

前文已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

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需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各民族传统文化

中汲取营养，因为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因，这里面当然有少数民族向汉

族学习、借鉴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民族传统文化自

身中就有这种思想资源。如崇德重仁、道德至上的

价值观，既贯穿于汉族传统文化之中，也贯穿于少数

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白族从远古就是“夷中最仁，

有人道”；壮族民族伦理长诗《传扬诗》是一部道德教

育的长诗，其中有《孝敬》《睦邻》等篇目；苗族有《议

榔词》《理词》，侗族有《款词》；布依族有《晓喻碑》《垂

芳千古碑》；等等。在这些道德教育诗或哲理化了的

乡规民约中，概括和凝结着各民族传统的道德规范，

以及重民的民族精神。[10]239～240各民族文化中爱国主

义、法治精神的养分也非常之多，如维吾尔族有谚语

“最崇高的爱情是爱祖国”“心坦荡的手慷慨，爱祖国

的路宽广”“没有领子不能成为衣裳，没有法律不能

成为国家”，回族有谚语“顺从国法是穆民的本分”

等。如果我们的符号和标识多体现这些内容，则能

更容易为各民族所接受。

3.从“独享”到“共享”

我们说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是

“一”与“多”的关系，也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

“一多相即”，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特殊性也有转化

为普遍性的可能。在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

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各民

族文化符号成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如何可能的

问题。虽然我们说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

分，但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符号就能当然地成为

“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为“一”不是“多”的简单

相加，特殊性如果不转化为普遍性，“多”就不能体现

“一”。各民族文化中，有些特殊性已经转化为普遍

性，有些还在转化的过程中，有的有转化的潜能但

还没有开始转化，有的转化的可能性比较小。比如

说，当我们提起《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史

诗的时候，当我们提起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

程的时候，我们立刻会意识到这是中华灿烂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或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实际上，各民族文化中还有

很多这样的内容，关键是需要去挖掘、宣传，从而得

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同时，在发展民族文化的时

候，还必须思考，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在何种意义上

代表中华文化，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可否从中提炼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

号和标识。

四、余论

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但一些理论界限和政策界限都必须把握清楚，否则

就容易走向反面。一是在方向上，一定要把住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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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二是在

理论上，要讲清楚强调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并不意味忽略或取消

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一

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理

论。三是在实践上，要认识到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

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一个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要让一些符号或标识水到渠成、自然而

然地成为“共享”的符号或标识，不能将还不是“共

享”的符号或标识硬性加以树立和突出为“共享”的

符号或标识。

注释：

①美国全球化理论家罗兰·罗伯森在《全球化：社会理论

和全球文化》一书中将全球化定义为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

殊主义的普遍化，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文化都会追求差异

性。见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

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②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用三种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

一是印刷语言使原本没机会接触、交谈的人能被印刷的文字

和纸张连接起来，他们作为共同的读者在不见面的情况下“形

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二是印刷赋予语言以固

定性。印刷语言对于语言内容的确定性和塑造民族理念的稳

定性起重要作用。三是印刷语言是将口语和方言的声音系统

转译成视觉的表记系统，在这个由声转形的制模过程中，表记

符号能够超越声音的多样性差异，从而整合成一个涵盖范围

更广的视觉理解的共同体。这其中的部分观点显然和安德烈

亚斯·威默有一致之处。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

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2011年版，第74～78页。

③虽然汉字也是汉字文化圈如越南、朝鲜、韩国、新加坡、

日本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其他国家的重要符号，但汉字在这

些国家的重要程度无疑没有在中国的重要程度高。

④参见《新疆少数民族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阅读状

况调查评估》(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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