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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已

经10年，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纲”，也

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

事，无论是民族地区还是其他省市都要把这一工作

摆在重要议事日程；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

务。要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马克思主

义关于“民族”的理论是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形成和发展、基本特征和国家民族性质的理论

指导，也是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

础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理论的要义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揭示了民族的形成和发

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阐明了民族这一社会

现象的概念界定、基本特征和基本性质。我们要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为基础，并在这

一理论指导下认识和研究民族共同体形式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早形成

的族是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时期从部落发展

来的[1]。这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带来的社会生

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导致氏族部落内

部出现私有财产多寡的阶级分化等因素引起的。这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理论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金 鑫 张艺凡 钟 和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观点。要关注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理论的视域，认识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基本特征和国家民族性质，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识视域；“两个结合”；中国化时代化

【作者简介】金鑫(1982- )，男，辽宁朝阳人，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副教授，内蒙古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内蒙古民族大学)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民族社会研究；

张艺凡，女，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内蒙古 通辽 028043）；钟和（通讯作者），

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

研究基地研究员，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内蒙古民族大学)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民

族政策和民族学研究。

【原文出处】《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23.6.49～5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西北地区经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

研究”(22JJD850001)；中央民族大学专项课题重点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研究”(2021MD⁃
ZL01)阶段性研究成果。

··12



2024.5 民族问题研究
ETHNIC STUDIES

是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观点。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

民族是必然的规律，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正确认识和

对待它。当今世界3000多个民族多数都属于这种原

生形态类型的民族。这是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又认为，在原生形态民族形成以

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相互

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并出现无数次民族分化、同

化、重新组合的现象，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民族新

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

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列宁特别指

出：“民族(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译

者注)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的必

然形式。”[2]这是指人类社会在民族形成后的发展过

程中民族之间交融同化形成的次生形态的民族。古

今中外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

这种现象发生。最典型的是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

上升时期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西方学者安德森所

说的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是原生形态民族发

展过程中，形成次生形态民族的民族形成的特殊规

律。这就是人们根据发展着的历史和变化的社会观

察和认识的新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各地区的历史

发展是千差万别的，次生形态民族的形成不是千篇

一律的。我们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和认识世界各地区或各国的

次生形态民族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特征、特性问题有过许

多论述，如提到语言、地域、共同历史、风俗习惯、生

活方式、共同感情、民族意识、民族性格、生产条件等

等。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书中

指出了语言、地域等是民族的必要条件：“‘民族’这

一称号适应于许多印第安部落，因为他们的人数虽

然不多，却独立地拥有一定的方言和地域”[3]96。又

说：“阿提喀的四个部落——机内温特、伊吉可尔、霍

普内特、阿尔格德——操同一方言并占有一共同领

域，它们已融合为一个民族。”[3]165恩格斯在许多文章

中提到过民族的一些特征或特点，即语言、地域、共

同历史、共同感情等。恩格斯讲到欧洲一些民族“应

当愈来愈多地使他们具有真正自然边境，由语言和

共同感情来决定的边境”[4]。强调了地域、共同历史、

经济条件作为民族的特征对民族生存的重要性：“民

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

民族“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是“历史地理、政

治和工业条件”[5]。又讲到一些民族同其他民族联系

交往使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6]。在《法兰

克时代》谈到日耳曼民族的马尔克制度在民族形成

过程中的作用时说，人们对血统关系方面的记忆愈

来愈淡薄，“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

言”[7]。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讲到，

部落联盟及后来的这些部落联盟的融合，使“各个部

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了[8]。这些都说

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关于民族概念的

综合性的定义，但他们已指出了民族的许多特征、特

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理论依据。

列宁在谈到民族的特征时，在 1903年所写《崩

得在党内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提到了语言、心理、

生活条件和地域，而且他还引用考茨基等人的话

强调了语言和地域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民族应

当有它发展的地域……一个民族应当有它共同的

语言”[9]。

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

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

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0]294还

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

的定义都是不够的。”[10]295“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

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民族是由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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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10]298。

中国共产党2005年5月提出了六个共同特征的

民族概念的界说①。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认识和观察

中国的民族，中国历史上的和现在的绝大多数民族

是经历了从部落发展成民族过程的原生形态民族。

中华民族不是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时形成的

从部落发展成的原生形态民族，而是属于次生形态

民族，是中华大地上从部落发展成的数十个原生形

态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

中汇聚成的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因而又不同于资本

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次生形态民族。中华民族既

有从古代开始的几千年的自在实体阶段，又有近代

以来一百八十多年的自觉实体阶段。中华民族又

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有人为促成因素)。中华民

族既有几千年的自然发展过程，也有一些主动建设

(西方学者所说的“想象”)的部分，比如，抗日战争时

期强调在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候，中华各民族团结一

体，共同对付日寇；我们现在强调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中华民

族共同体涵义的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研究

都要考虑自然发展因素和主动建设这两个因素。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的这两个因素，使中

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深厚的历史

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四个与共”的共同体，

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的，也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

的，是“四个与共”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

的认知都不能脱离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

中的这两个因素依据。中华民族与欧洲和美洲的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资产阶级民族虽都属于

次生形态民族、国家层面民族，但历史韧性和聚合

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前

者的“两个因素”，后者的“想象的共同体”因素。我

们必须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绝不是“想象的共同

体”。中华民族是民族共同体，必然具有民族共同体

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

论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共同体理论，提出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特

征的重要论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研究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理论遵循。

“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12]在

长期的中国历史发展中，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统一的

伟大祖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的[12]。各

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经济上的交往交流、互通

有无、相互依存，文化上的交流交融、兼收并蓄、相

互借鉴，社会上的相互往来、和亲通婚、情感上的

相互亲近，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的执着坚持和追

求团结统一的不懈实践，使各民族汇聚为一体，使

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极大的吸纳力、内聚力和无

与伦比的包容性，使各民族不断团结融合，使中华

民族发展壮大，使中华文化根深叶茂，使中华民族

汇聚成为多元一体的共喜悲共荣辱共生死的命运

共同体。所以，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经济纽带越来越紧，大一统意识越来越强，文化认

同越来越深。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

的必然结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事实充

分证明，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血缘、地域、宗教等因

素。”[13]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具有“大一统”理念和

“天下大同”的理论，践行着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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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明不可断的理念，任何形势和环境下都没有间

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

错居住，各民族在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相

互尊重、相互借鉴、相互嵌入、相互认可不断增多提

升。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认识中华

民族共同体在 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各民族在

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交融汇聚，命运与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论述

是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特征的理论依

据，我们可以感悟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具有

“四个共同”民族物象特征的共同体，还是具有“四个

与共”民族理念特征的共同体，更是具有“多元一体”

民族总体特征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共同体，这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总体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

体与多元两者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多

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辩证统一体。中华民族，从

历史形成过程来讲是“多元一体”的，在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长期的历史演进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

民族统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中华

民族，从现实存在状态来说是“一体多元”的，现实中

华民族中包括着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明显的56个民

族，在增进共同性，包容多样性，尊重差异的各民族

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

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

不开一体。”中华民族，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趋势讲，

朝着一体方向前进：中华民族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复合型的民族实体。现时复合

型的民族实体，朝着将来单一型的民族实体方向前

进。特别要注重从文化精神方面培养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华民族现实发展的方向、主

线。也就是说，一体是发展的主线，演进的方向；多

元是构成要素，是运行动力。“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

元是要素和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四个共同”共同体，这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物象特征。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中华民族的“四个共同”，

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因素。各民族共同

开拓的辽阔的疆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

共同地域，在这里，中华民族延续了5000多年的繁衍

生息、文明创造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幅员

辽阔的共同地域上，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游牧或草

原文明、渔猎文明共存交流着，相互依赖着，相互促

进着，经济纽带越来越紧，经济共同性越来越增多，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多年的社会主义经

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当今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经济的共同性进一

步增多。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发展样态。

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走过的历史

轨迹，不可忘却的历史记忆，今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

史基础，是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感到自豪、自信的

底蕴，也是使中华民族时刻反思曾经走在世界文明

前列的民族为什么后来落伍挨打了，要警钟长鸣。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中，物质文化是为中华

民族后续发展积累的物质基础，精神文化是为中华

民族后续发展积淀的精神基础。文化中的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和文字，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上述方面更多地涉及物质经济等实在的方

面故称之为物象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四个与共”共同体，这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特征。习近平在2021年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四个与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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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幸福祸患共享受共抵

挡、光荣共分享耻辱共感受、一起生一起死相濡以

沫、命赋共认知运势共把握的共喜悲、共荣辱、共生

死、共命运的民族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情感、尊严、忠诚、认知的理念、意识，特别强调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因素。这样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是现时56个民族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

体，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各民族的根本

利益，涵盖了中国各民族整体上的特点，也反映了各

民族的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

深入细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时，将涉及各民

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组成的历史共同体；各民族

共同缔造的政治共同体；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各民族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的文化共同体；各民族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会共同体；

各民族熔铸伟大民族精神的价值(思想)共同体；各民

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深刻涵义和重要

意义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五十多个民族已经

结合成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反映了各民族的共

同意愿，体现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涵盖了中国各

民族整体上的特点。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

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

体认同。

要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理论的深刻涵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重要论述，强调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共同性

要素和特点。习近平强调，中国史是各民族交融汇

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

展、巩固统一的国家的历史，中华民族发展中“四个

共同”的历史 [14]。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共同”因素。

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是多元和一体的辩证

统一体，这方面习近平有精辟的论述。也可以理解

为“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辩证统一体。毛泽东

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一章第

一节中华民族中指出，中国4.5亿人口中的9/10以上

为汉人和数十种少数民族结合而成为中国、中华民

族的[15]。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上指出：“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

族”。“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

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即现在的中华民族一体

中包括各民族(56个民族)。
中华民族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指出，中

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按着民

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过来的[15]。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7月内蒙古视察时指出：“各民族要一起推动

中华民族的发展”[16]，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提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3]。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是中华民

族的56个民族一个民族都不落的共同发展；中华民

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方面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方面美

好生活向往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础上，还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文化思

想方面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方面美好生活向往的发

展。我们正在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

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

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最

基础理论。只有搞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和基本特征及基本性质(国家民族)，才能够深入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功能，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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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深入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内容和

主要要求，才有可能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

要领域和方向。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既

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又

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关键。因此，当前

认识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应从历史、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命运等共同体视域深入阐述作为民族共

同体的深刻内涵、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根据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根据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发展繁荣和民族关系发展完善的

趋势，根据中国各民族“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三

交”“三和”继续推进的现实状况，现阶段，应大力宣

传和积极推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华民族

认同；应大力宣传和积极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应大力宣传和积极推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现阶段，一

定要注意民族研究中不能出现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违背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观

点，保证民族研究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要从党性、科学性、道理、学理、哲理角度正确认

识和对待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17]，要分别语

境使用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

说，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了中华民族

的共同性因素。

注释：

①“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

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

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

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见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二○○

三——二○○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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