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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关键内容之一，

旨在从精神层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

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

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①。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②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把“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十二条基

本经验之一，明确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我

国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纽带，同时，

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③。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彰显了构建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必然性。

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不仅需要物质层

面的不断发展，而且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要求牢牢

把握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这一长期

任务，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以时代

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断彰显中

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以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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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建设。

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概念内涵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精神支撑、

情感寄托和价值认同的总和，相较于物质世界，精神

家园作为比喻概念，把抽象意义的思想感情、心理活

动、行为习惯和文化传统等转化为具体有形、与人民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家”的概念，更易于人们理解

和接受。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承载丰富的中华文

化底蕴，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概念内

涵，需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从物质与精神的作用力看，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属于精神面向，源自物质世界并对物质世

界产生反作用。物质家园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的

客观世界，精神家园是表征人自身生存体验、生活信

念、存在意义和价值理想的精神世界，泛指人的心灵

追求和精神期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根植于中

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根植于中华文

化，是中华民族在共同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融汇的精

神结晶，蕴含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虽然

不是有形实体，却是中华民族共同享有的精神凝聚

体，对现实生活施以精神性和积极性影响，是中华民

族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柱。

第二，从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看，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对各民族文

化的提炼与凝结。共同性和差异性存在于共同体之

中，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其中，共同性发挥

统领作用，居于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要消除差

异。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共同性和差异性

的关系体现为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保持民

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充分体现了坚持增进共同性、

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

第三，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既具有文化属性，又具有政治属性。天下之

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家庭

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结合。一方面，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是由56个民族汇

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积蓄中华民族的历史

记忆与情感体验，凝聚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表征各民族心之所系、情之所归的中华文化系统和

中华文明形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是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呈现，包括个人承认和接

受自己的政治身份后产生的归属感，集中表现为对

国家道路、制度、理论的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是关切国家稳定和中华文明稳步向前的重要内容。

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特性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其独特属性，是中华

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进

程中孕育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精神家园，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意识层面的能动作用，具

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同时，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发展的动态文化系统。

(一)共有性：中华民族特色的集中展现

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印刻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之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基和发展前

提在于由全体人民共有，因此，共有性是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属性本源。

精神家园指建立在社会实践和理性思维基础之

上产生的情感认同，是人们对生存观念、生活意义和

生命价值的精神依靠和归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寄托之所。历经5000年的

岁月，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关键在于中华

民族拥有一脉相承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以渔樵

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不断克服自然环境的限制，

积淀了宝贵的农学经验和思想，呈现顽强的生命力；

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不断开疆拓土，为文化传播和

交融贡献力量；处于山区和平原交错地带的渔猎文

明，延续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和经济方式；海上丝绸之

路的开辟极大拓宽了海洋文明的空间，中华民族作

为和平和文明的传播使者与世界紧密相连，形成中

华民族勤劳向上、自强不息、包容万物、爱好和平等

精神品质。近代以来，在反对列强侵略和封建压迫

的过程中，各民族血肉相连、团结奋斗，中华民族实

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中华民族逐步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蕴含中华民族

精神，内化于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中，汇聚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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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先进文化的滋养下，“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深入

人心，融入各民族血脉，从屹立东方到迈向复兴，中

国这艘巍巍巨轮一路勇往直前。

(二)精神性：具有意识层面的能动作用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指出：“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

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④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本质在于其精神性。

精神家园是一种非实体化的客观存在，是内在

于人类生命的精神性和意义性存在。就内涵而言，

精神家园是个人或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寄托、心灵归

宿、理想信念等精神品格和精神风貌。就功能而言，

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场所，涵盖人

们的生活意义和人生抱负，指引人们的行动方向和

前进目标。精神家园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由所依附

的人和所处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在

内的客观物质条件共同决定。同时，对物质产生能

动性作用，精神家园中的主流价值观对社会发展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人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集

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依赖

的精神基础，凸显了中华民族坚定不移的目标所向，

是一种在物质基础上的精神存在。中华民族的发展

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在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过程中

不断提升精神境界、不断丰富精神家园的精神进化

史，各民族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建构自己的主观精神

世界，一道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把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投射到客观世界中，使之更加丰实

和博远。

(三)包容性：兼收并蓄各民族优秀文化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

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

历史”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包含中华民族的

整体性特征，又包含各民族的个性精神，是共性与个

性的辩证统一。

从文化精神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天下为

公、世界大同的价值追求，奉行知行合一、躬行实践

的思想理念，主张仁者爱人、以诚待人的行为准则，

崇尚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念，中华文明之所

以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

明，原因之一在于中华文明具有泰山不让土壤、河海

不择细流的胸襟气度。5000年来，中华儿女共同创

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

的参天大树上欣欣向荣、郁郁葱葱。战国时期，赵武

灵王推行胡服改制，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技能，

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疆地区各少数

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孝

文帝推行包括均田制、移风易俗、迁都洛阳等在内的

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

系，而且为结束分裂局面奠定了基础。上述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

应有贡献。各民族共同绘制的中华民族如歌如诗、

波澜壮阔的辉煌画卷，汇聚成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兼

收并蓄的精神风骨和上善若水、海纳百川的精神品

格。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时代进程

中，各族人民共同培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

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场域。其历史变迁体现了中

华文化的发展具有与各民族文化之问的相互借鉴、

相互吸收的共生属性，在传承和凝聚各民族优秀文

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包容性特征

得到真正映现。

(四)发展性：与时俱进的动态文化系统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时代特色，处于独

特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图谱，是中华民族

创造的一切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中华民族成员共

同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民族品性、精神面貌以及

思想文化等内容，其根本内核是中华民族精神。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个动态的发展

过程，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不断实现创造与转化。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镌刻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记忆，寄托中华民族的美好期许，是中华民族生存与

发展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与时俱

进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吸纳新的元素，既不是一

蹴而就，也不是一成不变，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得以充实和丰富。时势生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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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又生时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在共享的

中华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创造和

生成的精神成果具有时代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与当前所处时代的发展形

势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向相适应，立足新的时代课

题分析时代需要、回应时代挑战，在继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革新，持续注入新的时代

内涵以保持强大的精神动力，成为各族人民的精神

依托。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要素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较

高心理需求层次的折射，同时，作为高级心理活动

的反映也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伟力。从构

成的核心要素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囊括认

知模式、情感连接和价值观念等要素在内的精神文

化系统。

(一)文化空间中共享的认知模式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归依的文化空间，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凝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进程

中一脉相承的精神根系，各民族共享的认知模式是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成要素之一。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文化空间的认知模式是中华民族成员

在中华大家庭中基于环境和身份等因素形成的认知

心理和思维结构，作用于中华民族文化空间的生产

生活实践。认知模式实质是一种行为习惯，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生活方式、共

同审美情趣、共同价值理念，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中内化为全体成员认同的共享文化，这一认知模

式在中华民族的交往实践和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得

以持续巩固，进而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承载社会实践性和价值判断内涵，是确

保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和提升各族人民对

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力的关键。同时，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与中华文化认同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即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目标在于进一步强化

中华民族认同，使各族人民在共同文化认同的基础

上形成一致的心理追求和精神归依。

(二)个人与集体共享的情感连接

从本质上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种文

化认同，是个体与集体的维系，在共同行动和共同目

标的基础上实现情感连接。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中，作为现实生活实践主体的个人，在社会活动中

不断形成对周围社会群体和自身的实感，这些感受

涵盖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身内在关系的认识判

断，成为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决定性

因素。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属于自己的精神

栖所随之产生，个体精神栖所包括个体的行为习惯、

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人生信念等范畴，是个人思维

方式和价值观念凝结的表现。中华民族由无数个体

构成，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是个体精神家园

的简单叠加，而是对个体精神家园的融通与升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是中华民族共同认同和接受的诉求期许和追求

目标，是中华民族精神、气魄、观念、准则和立场的集

中表达，包括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个体的吸引

力以及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个体与集

体的情感连接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成要

素，是中华民族的心灵栖息之所，寄托中华民族共同

的理想目标，担负中华民族的精神使命。

(三)各民族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共享的价值观念是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内容。基于思维观念

和经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可以指

导人们开展社会活动，对外部事物进行价值判断；另

一方面，能够指导人进行自身价值选择，即人生价值

的确定，内外部共同作用决定中华民族的自我价值

定位、人生理想、行动目标和努力方向，对社会和个

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华民族共有价值观念

是中华民族成员对公共价值的一致性观点和根本看

法，承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贯穿精

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

值观念。”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包括共同认知、共

同情感、共同记忆、共同责任和共同行动等诸多方

面，是各民族共同培育、共同继承和共同弘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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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不断构建和发展的进程。

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路径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是一时一事和一

蹴而就的短期行为，应立足长远以整体性和全局性

视野进行系统谋划。同时，要认识到建设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紧迫性，要充分探究中华文化

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牢牢把握时

代要求进行创新，结合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使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展现时代风采和永久魅力。

(一)强化中华民族叙事结构

第一，丰富中国历史叙述体系。中华文化源远

流长，中华文明历千年而不坠，必有其可贵之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

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⑦。建设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厘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

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明晰对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形成的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认知。中国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具有独特属性，在历史演进过程

中，各民族交往不断深入，联系日益密切，最终形成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理论，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各

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等方面内容

具有重要价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建设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基

底和立足点。民族认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促进各

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以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归属感，进而在文化心理层面增进大家庭

各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夯实中华民族认同基础。要

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握好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精髓，全面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文化宣传教育，增进各

民族对中华民族起源和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

历史的认同，以此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加强对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现实叙事，可以增

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性质的

把握，强化各民族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浓于

水的情感，这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主旨

所在。

第二，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中

华民族 5000年的文明史中，各民族及其先民生活在

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呈现互动频繁、相互吸收的

态势，在交往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民族间的

交融程度逐渐加深。应积极探寻和整理中华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贯通长时段的历史考察，讲

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更加深刻地

分析辽阔疆域共同开拓、悠久历史共同书写、灿烂文

化共同创造、伟大精神共同培育的内涵，引导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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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

认同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

兼容并蓄的共同体。要深度探寻中华历史文化基

因，突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强化中

华民族象征符号，充分利用图书、展览、新媒体等载

体，在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场域以多种方式、多

种渠道、多种角度展现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做到贯穿

与融入相结合，通过具象化凸显中华文化，通过形象

化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让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直抵人

心，转化为人们自觉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二)建构国家话语表达体系

第一，强化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主要是对国家

政治文化的认同，核心内容是反映国家利益的意识

形态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制度，在现代国家建

设过程中至关重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

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内在

结构、中华民族性质等问题的认识，高质量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国家象征符号在场；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增进各民族对国家历史文化、政治制度、

社会结构、语言文字和国家形象的认同，在国家与人

民互动的关系中引导各民族与国家共场共存，构建

国家与社会情感认同，不断夯实国家认同的思想基

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

第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

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⑧

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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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制度性质决定了必须践行

具有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统领性与崇高性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

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所在，根植于中华

文明沃土，生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

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之中，接

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社会价值判断的规则标

准和国家精神的高度体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应契合时代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⑨在新时代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

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做到常态化开展

与制度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深

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挥核心价

值观的强大感召力，强化国家话语表达体系。

(三)推动文化交融互鉴共生

第一，把握好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进步的长远和根本是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让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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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

养。”⑩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正确把握中

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

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要充分挖

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中华文化历来具有兼收博采的包容性和吸纳

力，主要体现在对各民族文化的兼容与吸收，是“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共同体和各民族文化的集

大成。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每个民族都对

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每个民族的

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互补共生

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财富。

第二，充分发挥各民族交往中的“石榴籽效

应”。在路径设计上，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

科学把握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各民族广

泛联系的情感纽带，鼓励各民族人口流动与融居，积

极开展文化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

区、进学校等，持续构建各民族成员共居共学共事共

乐的互嵌式社会环境和社区结构。要持续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继续发扬各族儿女在中华民族

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精神，建立政府主

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做好

城市民族工作，尤其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工作，完善各族群众平等进入市场、融入城市的

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为各族群众提供均等化公共

服务，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完善东西部

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及企业参与帮扶等机制，深化

在物资支持、劳务用工、项目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实

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推动各民族共同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2022年6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实施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决定实

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旅游业是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业，通过旅游业的发展

推动多元历史文化的宣传，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

面交流、深度交融。在大开放、大流动、大交融的社

会转型进程中，促进各民族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

社会、心理多重维度的全方位心理嵌入和联结互动，

在落细落实上下功夫，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化共

识，使嵌入逐步向纵深迈进，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推进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五、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指向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向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在此过程中要坚持潜移默化、久久为

功，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建设，凝聚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纽带，汇聚各族人

民同心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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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是各民族在互融互通、紧密联系基础上形

成的情感场所，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不断发展的精

神动力所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政治认同、价值

凝聚、情感共鸣等方面着力。

要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统领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建设。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过程

中，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导向和目

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的思想基础，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强化中华

民族共同性特征，增强各族人民对我国历史文化传

统、思想价值观念、国家道路选择等的认同，对于培

养和强化共同体认同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涵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作为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其核心是在中华民族共

同体中凝聚共有性的价值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必须牢牢把握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地位，以共同体理念

为指引，以情感共鸣为桥梁，厘清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的内在逻辑和建设基础。另一方面，加强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关键手段，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是互促互进的关系。

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过程中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既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目标的基本要求，也是厘清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理论内涵的本质要求。

(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

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

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

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

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

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

面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的发展。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富裕，而

且是精神层面的富足。新时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要在深入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充分吸收现代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不断丰富中华文

化的时代内涵，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石，

这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时代任务。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艰巨繁重，站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必须

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

稳中求进，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丰富中

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远大志

向，共同的奋斗目标与理想追求是凝聚中华民族认

同和整合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助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追寻的美好

愿景，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要同心同德，形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

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

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

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文化支撑力，

夯实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精神文化根基。

人心所归，惟道与义。中华文化历久弥新，各民

族文化交相辉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建设好中华民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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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

想基础，保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和创造力，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新伟

业提供更加坚实稳固的精神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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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ncept, Core Elements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Wu Xiaohua Bai Xiaoyan Li Anran

Abstract：The common spiritual hom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spiritual exist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volving
such core elements as shared cognitive patterns in cultural space, common emo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es, and shared values among members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Based on both psycholog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tra⁃
ditions, these elements supply the spiritual forces and serve as the intrinsic values for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
nity. To build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e must strengthen Chinese national narrative and national
discourse, promote the intermingling and symbiosis of Chinese ethnic cultures, and construct a new cultural paradigm that is
both rooted in tradition and catches up with the times, and can both address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provide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future.

Key words：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ultur⁃
al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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