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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伟

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深刻地辨析了“民族”与“国

家”的关系，①“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也是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史悠

久、文明璀璨，而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对人类文明

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反帝反封建

的伟大胜利，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疑是马克

思、恩格斯笔下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1937年 4
月12—18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组

织召开“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

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的决议》中，就

明确出现了“担负起将要到来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

抗战的任务”的话语。②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百年

历程体现了“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深刻思想。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已成为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总战略总目

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被确定为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笔者认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

深刻思想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启示，既有

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

对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的

探讨，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学者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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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曾发表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伟大的历史的

民族”论述析论》，他在文中提出：十分明显，中华民

族(Chinese nation)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笔下的“伟大

的历史的民族”，中华民族能通过自身的自强奋斗，

反抗压迫、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与主权民族

国家国际政治体系而显示出其与大不列颠民族、法

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等完全一致的“伟大的历史的

民族”特性。③本文与叶江的文章在这点上有共同之

处，但两篇文章在其他方面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侧重

均有所不同。

一、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产

生的历史背景及本质内涵

(一)“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写于 1849年初的《民主

的泛斯拉夫主义》中首次提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

论说；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与民族理论相

关联的经典著述中，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波

兰》《论波兰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

言》，以及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等都有与之相关

的论述。⑤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提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

论说的历史背景是1848年欧洲革命。受英国和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范围

广泛、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意大利的

“一月革命”、德国维也纳和柏林的“三月起义”，接

着，捷克和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相

继爆发革命。1848年革命是一场真正欧洲范围的革

命，各地不仅革命发生的时间相近，而且革命爆发的

背景、目标和进程都大致相似，革命不仅反抗封建君

主专制制度，也唤醒了各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愿

望。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各种工人组织，并通过《新

莱茵报》发表文章参与运动，他们留下了许多与1848
年革命相关的文本，如《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1848
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

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恩格斯在《民

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伟大的历史的

民族”论说，“……西方那些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英国

人和法国人，同落后的德国人比较起来有许多长

处”。⑥该文写于 1849年 1月，旨在总结 1848年欧洲

革命的经验教训，谴责和批判以巴枯宁为代表的一

些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在 1848年欧洲革命中他们

不支持和参与革命，而是聚集在反革命的旗帜下，不

切实际地幻想建立欧洲联邦共和国，实现欧洲各族

人民的普遍友爱和永久和平。恩格斯指出：“沉痛的

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欧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

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辞和美好的愿望，而必须通过

彻底的革命和流血的斗争。……这种同盟不是在纸

上，而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实现。”⑦

恩格斯称赞欧洲西方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伟大

的历史的民族”，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率先进行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1640—1689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制

度。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英国君主立

宪制，为英国日后崛起铺平了道路。1789—1794年
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

朝和君主制，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推动

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它鼓励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

的追求。所以，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在

政治领域为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开创了近代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英、法革命的鼓舞下，德国人

民也积极参加并领导了 1848年的欧洲革命，恩格斯

在文中写道，“忠实于自己以前的历史作用的德国人

和马扎尔人则领导了运动”。⑧1848年德国爆发了反

普鲁士王朝的“三月革命”，普鲁士王朝一度同意革

命者的要求，但当国民议会召开时，封建王朝开始反

扑，革命失败。恩格斯自己是德国人，对德国革命失

败必然深感痛惜，对自己的民族爱之深责之切，他将

当时的德国人跟“西方那些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英国

人和法国人”比较，亦有鼓励德国人民效法英国人和

法国人，不屈不挠坚持革命之意。事实上，在马克

思、恩格斯逝世之后，1918年德国通过“十一月革

命”，终于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德国完成了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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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理念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

后，具有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勇于革命、具有一定人

口规模的人们共同体，如英格兰民族、法兰西民族、

德意志民族、波兰民族、匈牙利民族等都视为“伟大

的历史的民族”，描述其为“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

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

来，“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也是“革命的民族”，这样的

民族在现代社会具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革命

性。⑩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在现代社会推动历史发展

的革命性，以及对现代世界体系是否具有建构性作

用是该民族成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至关重要的条

件。“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是他们将历史唯物论

运用在民族理论方面做出的重要论断。叶江在对马

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的研究中总

结到：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伟大的历史

的民族”(great historical nations)，就是人类社会进入

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从前现代已经就存

在的各民族 (nationalities)发展而来的现代民族 (na
tions)，其之所以被称之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一

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民族具有在现代社会推

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另外，一个民族被称之

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历史，一个

没有自己历史的民族就不会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性

和文化，也不会有在长期的历史涵化中形成的强烈

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恩格斯曾论述到：“那些从来

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

低阶段的时候起就陷于异民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

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

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不可能获得什么

独立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也必须具有一定的人

口规模和整片的领土，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组织和团

结起来进行反抗异民族的侵略和剥削的斗争。恩格

斯将“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视为民族生存的首

要条件。综上，从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

族”提出的历史背景和进行的相关论述可以得出，一

个民族被视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必须具备三个条

件：(1)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历史，并在人类进入

资本主义时期后推动了历史发展；(2)必须是革命的

民族，具有推动自己和人类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对现

代世界体系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3)有一定的人口

规模和整片的领土。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中，他们把大不列

颠民族、法兰西民族、波兰民族、德意志民族、爱尔兰

民族、匈牙利民族都视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事

实上，一些民族后来通过彻底的革命，推翻了封建专

制，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如马克思、

恩格斯在世时，俄罗斯民族正处于沙皇专制时期，中

华民族正值晚清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但俄罗斯民

族通过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推翻了沙俄

封建专制，建立和巩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中华民族通过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

战争，取得了反对封建帝制和外敌侵略的伟大胜利，

又经过解放战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

民族与中华民族先后都由封建专制走向了人民共

和，俄罗斯民族、中华民族等都可称之为“伟大的历

史的民族”。

(三)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符合“伟大的历史的民

族”论说的内涵

中华文明璀璨绚丽、发轫久远，是世界文明谱系

中四大古文明之一，曾对世界文明和历史进程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通过前仆后继的

革命斗争，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胜利，捍

卫了民族独立和尊严，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中华民族符合“伟大的历

史的民族”三个必要条件，应属马克思、恩格斯笔下

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

第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中华民族

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

影响力在东亚形成重要的文化圈，影响遍及东南亚、

日、韩等地区。早在先秦和秦汉时期，中华文明就和

古希腊文明并称为世界文明的两座高峰，一东一西，

各自屹立于亚洲和欧洲。从经济繁荣程度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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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到清朝鸦片战争之前，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道：“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历史渊

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第二，中华民族是革命的民族。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赢得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也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自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进入深重灾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帝

国主义于中国更是列强环伺，虎视鹰瞵。然而中华

民族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奋起，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中华民族经过辛亥革命、抗日

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

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

华民族又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经过

伟大的革命斗争赢得了独立和解放。

第三，中华民族乃“广土巨族”，幅员辽阔，人口

众多。中华民族自古就生活在亚洲东部这一广袤的

土地上，西被流沙，东临大海，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

中国就“邦畿千里，维民所止”。中国人口规模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位居世界第一。所以，从规模上

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族，也是

领土最大的民族之一。综上，中华民族具有马克

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本质内涵和必要

条件，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笔下关于“伟大的历史的

民族”的界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对马克思、恩格斯

“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的深度实践

中华文明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科学技术都曾对

世界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到了近代，由于清

廷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由强大繁盛

转向羸弱衰退，中华民族无数的仁人志士奋起自强，

开启了近代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运动。魏源、严复

等提出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开展重

视器物、实业救国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发

起戊戌变法；孙中山、黄兴等发起民主革命推翻封建

帝制；章太炎等提倡“古学复兴”以期复兴中国的优

秀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之

复活”，等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

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一经成

立，就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

命，并矢志不移地贯穿于其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光辉

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意识形

态和国家改革发展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

主义的政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对近代中国志

士仁人“民族复兴”理想的历史接续，也是马克思、恩

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

展。以下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发展的四个阶

段展开论述。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2年党的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民族问

题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之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

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建立在反对帝国

主义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党的二大通过

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的中国共

产党的任务和目前奋斗目标共七项，其中四项内容

都与民族问题有关。这些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

方面：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

立；推翻封建帝制和消灭民族压迫，实现人民解放和

民族平等。1923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再次强调“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

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所以，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

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

己的初心使命，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平

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创建以国共合

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抵抗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

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明确指出要召集“全体

同胞”，包括“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进行抗

战，体现了党的中华民族观念。中国共产党经过28
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终于推

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于 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国家独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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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结束了任人欺负任

人宰割的屈辱历史，重新屹立于世界“伟大的历史的

民族”之林，平等地进入了现代世界体系。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急切

考虑的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1949
年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份具有宪法性质的文献把

“民族政策”单独列章，明确规定了我国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序言写道：“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

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

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

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在该宪法的总纲的第三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

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

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

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

必须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下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和科学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能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拥护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

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共产党旋即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致力于国民经济体系构建。毛泽东、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总的建设目标是实

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为

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1951年 8月—9月，政务

院相继召开了有关少数民族的贸易、教育、卫生三

个专业会议，提出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贸易、教育

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民族贸易、民族教育和卫

生三驾马车齐驱，起到了民族工作开路先锋的作

用，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社会

主义建设阶段，虽曾有极左思想、“文化大革命”的

破坏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完成

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和一系列的政治

制度安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和

制度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

放的基本方针政策。这一时期，“为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伟大成就”。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尔后的十四

大—十八大报告中，都连续明确地强调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

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到 2010年，我国

GDP总量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我国经济和

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

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党在民族工作方面也取得了长足发

展，进一步强调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国家的

贡献和地位，重申了民族平等、团结原则和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1982年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序言写道：“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

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

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

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84年我国

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

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

在民族政策方面采取了 4项重大决策：“对口支援”

“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

发展”，这些举措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

结和社会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是中国各

族人民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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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自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历史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各种讲话中反复重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振兴”“中国梦”。2018年 3
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

《宪法》，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宪法》

的核心范畴，整体的中华民族也成为国家发展和复

兴的宪法意义上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新时代国家

发展的总目标和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并已成为调

整国内民族关系、凝聚中国各族人民人心和力量的

精神旗帜。

在民族工作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与时俱进，主动作为，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

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民族平等作为

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

族不能落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民族

也不能落下”，在民族地区实行“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等重大举措。这些举措开创了党的民族工作的

新局面，极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增进了

各族人民的民族团结和“四个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意识。2020年 11月，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

整族脱贫，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这是中华民族

发展史的千年大事，也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特

别是党的十九大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

《党章修正案》，从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

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总纲。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互驱动、

交相辉映，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

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磅礴力量。

三、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启示

“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是赞扬世界进入资本

主义时期后，那些具有革命性，对推动自己及人类社

会进步具有历史贡献的民族。前文论述过中华民族

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悠久的伟大的民族，应

属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中国

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百年光辉历程以“民族民主革命”

“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

族平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己任，马克思、恩格斯

“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是贯穿党的百年民族工作

的红线。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框架下继续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

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

与资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要加强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宣传教育，

使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欲爱其

族，必先爱其史。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历史民族，我

们应加强对各族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光荣历史的教

育，使各族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大繁盛；

了解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认

知中华民族光荣的革命传统，敢于改造社会和变革

历史；认知近代中华民族于困厄中奋起自强，最终

战胜了西方列强的入侵，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尊严；

认知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

创造了“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见证中华民族经过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多极化

和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与建构者。习近平总

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道：“必须树立

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

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伟大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前贤先辈们

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根与

魂。我们建设中华现代文明，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

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华文明历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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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璀璨绚丽，具有突出的历史连续性，我们必须从

承继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和

优秀传统文化的探源研究和承继创新，充分运用中

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源，为中华现代文明建

设提供滋养和动能。

中华民族古代能够千年繁盛，能够为人类社会

创造辉煌的文明，能够在近代取得反帝反封建的伟

大胜利，能够涌现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英勇牺

牲，使今天的中华民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一

定有其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这种伟

大的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必须在中

华儿女的血脉中世代传递，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然前提。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

精神的滋养，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复兴

伟大的民族精神，用民族精神激励民心，增进爱国热

情。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当高楼大厦在我国

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

然耸立”。

第二，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团结性，以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不仅突出中

华民族，而且在“中华民族”后面加上“共同体”，即中

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重视和

共同性、团结性的强调。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

书记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一次被写进党的代表大

会文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重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

改进党的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国家稳定之根，民族复兴之本，民族团结之魂。“中华

民族”被写入《宪法》，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华民族”

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强调。中华民族经过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斗争，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经过改革开

放40多年的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富起来”，新时代

中华民族正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走向“强起

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

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华民族的自觉自立自强与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互驱动，形成中华民族主体性

的现代化之路。”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共

同体，是由各族人民构成的整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依靠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所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整体复兴，是各民族一起走

向现代化。我们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

整体复兴和整体现代化。

“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从对世界体系的

影响来看，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勇抗战曾

影响了战局，中国的繁荣富强使得世界五分之一的

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

强劲的引擎作用，据世界银行 2022年报告，中国经

济十年(2013年到 2021年)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

献率为 38.6%。中国经济充满韧性活力，备受世界

瞩目。中国式现代化对于现代世界体系具有重要

的建构性影响，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

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

百年变局下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世界经济政治形势

正在发生变化，和平与发展面临着逆全球化、民粹

主义、局部战争、贸易制裁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

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对于当下我国加强历史

自觉，汲取历史动力，提升民族凝聚力，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亦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注释：

①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5页。

②《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的决议》，中国人民解

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5册，第

596页。

③叶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析

论》，《学术界》2018年第10期。

④⑥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六卷，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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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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