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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坚持“中华民族大家

庭”思想，开辟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

路。党的这一思想及其实践经验，核心是通过增进

民族间的情分和大家庭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

工作并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949年，

《共同纲领》中“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自由平等的民族大

家庭”，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一家亲”“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理念，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

的继承与发展。梳理和分析党的“中华民族大家

庭”思想发展脉络和实践经验，阐释这一思想的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

基础，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和知识体系、推

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

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形成

与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争取民族

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在民族工作实践中逐步

孕育和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改革和复兴不同历史

时期，推动“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向纵深发展。“中

华民族大家庭”已成为描述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话

语和凝聚各民族人民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思想与民族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正确认识到，中国民

族问题的根源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在外是帝国主义

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在内是封建军阀对各民族劳苦

群众的压迫。只有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联合各民族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才能解决中

国民族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

八七会议上确立以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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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总方针，党的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中

共六大以后，党在民族地区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

如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并在

地方委员会下设立少数民族工作部。

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来

看，我党虽然自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

基本原则，但尚未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

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受苏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理论

的影响较大，照搬苏俄民族工作经验的成分较多。

不过，党的民族工作在这一时期仍有一定成就，如在

少数民族中建立革命组织、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

干部、指导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等，为党进

一步探索和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在土地革命和抗战

时期的初步形成

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开

始长征，进入民族地区后，党认识到中国大部分少数

民族的社会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阶段，

他们的民族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宣传民族自决和联

邦制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将各民族团结凝聚为一体。

为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并开辟

新的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一方面遵照马克思列宁

民族理论基本原则开展民族工作，同时也积极主动

与少数民族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长征期间，党和

红军打出“回、彝、汉人是一家，自家人不打自家人”[1]

“回番夷汉穷人是一家，大家共同联合起来”[2]“一切

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3]等口号，“民族大家庭”思

想在党的革命实践中得以萌芽。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

国的侵略，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日矛盾不仅是阶级

矛盾，更是民族间的矛盾，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成为

党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党的“中华民族”思想也正

式确立。这一思想强调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是中华

民族的成员，各民族有共同的优秀历史文化，各民族

是利益和命运相关的整体。1938年，杨松在《论民

族》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4]。
1939年 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

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

口的国家”[5]，中华民族除汉族以外，还包括数十种少

数民族；八路军政治部于 1939年 12月编写的《抗日

战士政治课本》中强调，中华民族是生死存亡利害

一致的。 [6]1941年 6月 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

《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一文称“在日寇侵略之下，

国内各民族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7]，毛泽东指出，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

它的许多珍贵品”[8]。“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

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

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

遗产的民族。”[9]

党在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和“民族大家庭”思

想，把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视作兄弟同胞间的关系，

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先进与落后一律平等，

提倡各民族互相帮助、团结友爱，鼓励各民族在反帝

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联合奋斗。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民族分裂势力还未彻底清除，英国在西藏自治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煽动叛乱，妄图维持其殖民统

治。国内民族剥削和压迫问题依旧存在，民族间的

猜忌、隔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时

期的民族工作经验，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大家庭”

思想，以促进民族平等、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

结，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1949年，具有临时宪

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

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

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

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

行为。”[10]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1954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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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

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民主改革和社会

主义改造，我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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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关于“民族问

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认识，对我国的民族关系和

民族工作造成了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

思想、政治、组织等各领域的拨乱反正。1979年，邓

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讲

话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

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

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

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

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

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12]1981年，根据

邓小平批示精神，《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

纪要》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

汉族”的“两个离不开”思想。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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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团结、互

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

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

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13]在新的历

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澄清了阶级问题

和民族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对我国的民族

关系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作出确认，民族工作的根本

任务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1990年，江泽民在新疆视察时要求“一定要在各

族干部群众的头脑中牢固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就是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

员，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14]，“三个离不开”的思

想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休戚相关、命运

与共的关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要求“牢牢把握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

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15]，将“和谐”理念融入“中华民族

大家庭”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大

家庭”思想得以升华，理论也得以创新和发展，进入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民族问题，更加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

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等理念，明确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

工作的主线。

2014年，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上指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

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

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

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互了解、

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

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16]2014年，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对中华民族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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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出我国各民族在分

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

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

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

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

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要“加强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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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5年，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

时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

目标。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

大团结的力量。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18]；2017年，党

的十九大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9]；2019年，习

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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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层面有更为系统的创新性表述，我们辽阔的疆域

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

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

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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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

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

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

统一的内生动力”[20]。这些思想与理论表述，使各民

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作出充分肯定，有

利于激发各民族自豪感，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同。

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从“实现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高度，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21]。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和发展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

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

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

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

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22]。
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23]。
党在新时代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

学论断与重大战略思想，为新时代民族研究和民族

工作提供了纲领性指引。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

想”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

讲话中，以及党和国家的相关文件中，常用老百姓喜

闻乐见、新鲜活泼的概念和话语，如手足相亲、守望

相助、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有精神家园，以及“石

榴籽”等，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与智慧的话

语，深入人心，激起大众共鸣。

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过程

中，始终秉持“中华民族大家庭”理念，尊重、爱护和

帮助少数民族，并因此获得各少数民族的衷心拥护

和大力支持。也正是依靠各民族的支持和共同团结

奋斗，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

族关系得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

发展。

(一)在革命时期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

实践

一是开辟革命根据地，谱写民族关系新篇章。

1934年 11月，红军抵达湘桂黔边界，在即将进入苗、

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

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指出在苗瑶民族中开

展工作应坚持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民族联合等原

则，并要求“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上层

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24]。红军进入民族地区后，注

重与少数民族建立兄弟般的亲密关系。1934年 12
月9日，红军在广西龙胜县龙坪大寨和广南寨宿营期

间，发生敌特纵火案，周恩来亲自指挥战士灭火，保

护了当地瑶、侗等少数民族群众的住宅，并给受灾严

重的家庭发放了救灾款。龙坪大寨的侗族群众为感

念党和红军的恩情，把寨中一所修建于清朝嘉庆年

间的鼓楼改名为“红军楼”。1935年 5月，红军渡过

金沙江进入凉山彝区后，在借道北上经过果基家支

的地盘时，被彝民拦住了去路，刘伯承与其首领小叶

丹结为兄弟，歃血为盟。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

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赠予小叶丹，并任命他为队

长，红军在果基家支的护送下顺利通过彝区。党和

红军在长征中的民族大家庭实践，创造了良好的民

族关系，少数民族对党的认同和支持进一步增强。

二是争取蒙古族、回族共同抗战，壮大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争取抗战胜利，中国

共产党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蒙古族和回族由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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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

他们在抗战上态度摇摆消极，争取蒙古族和回族

参加抗战，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主

要任务。

七七事变后，为避免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成吉思

汗陵寝煽动蒙古独立，国民党政府和蒙古族上层人

士决定迁陵，将成陵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迁移至甘

肃榆中兴隆山，途径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

辖区域延安等地。1939年 6月 21日，成陵抵达延安

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延安社会各界人士举行盛大祭

典。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在祭文中写道：“日

党运兵，为患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25]，表达了

我党希望蒙汉民族团结抗日的愿望。1939年至1946
年，中共每年都在延安举行成吉思汗祭典。在 1940
年的夏季公祭中，吴玉章撰写的祭文称“汉蒙血系，

同出炎黄，祖宗之烈，民族之光。救国救种，旨在团

结，阋墙燃萁，庸奴自贼，中山遗训，五族共和。尔毋

我诈，我毋尔虞，矧在蒙胞，悲歌慷慨，奋赴同仇，执

戈前列”[26]。这些祭典活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蒙

古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尊重和保护，成吉思

汗被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的民族英雄，坚定

蒙古族等各民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抗日的决心。

由于长期以来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回、汉两

族人民间有很深的隔阂和仇恨。“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频繁派遣特务潜入甘宁青及其邻近的阿拉善

和额济纳等地建立据点，企图利用回汉矛盾开展民

族分裂运动。中国共产党将回族视为中华民族大

家庭中的成员，在政治上坚持回族与汉族享有平等

的权利，在经济上积极帮助回族群众改善和提高生

活水平，充分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党

的这些政策对团结回族共同抗日有积极作用，1937
年以后，不断有回族迁入陕甘宁边区，到 1945年 10
月，边区的回族已由原来的 36户增至 1000多户，近

5000人。[27]边区的回、汉人民间充溢着兄弟般的友

爱，边区在回族同胞的眼中已成为他们自由发展的

“天园”[28]。
(二)在建设时期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实践

第一，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国家安全。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结束长达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在境外反华势力

的操纵下，西藏噶厦政府企图搞“西藏独立”。中国

共产党坚持以“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开展和平解放

西藏的民族工作。1949年 9月 2日，新华社社论指出

“西藏是中国的领地，西藏民族加入中国各民族的大

家庭，与汉族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发生兄弟的关系，

已有悠久的历史”[29]。1951年 4月 29日，李维汉在与

西藏代表的首轮谈判中称“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

情，大家商量着把事情办好”[30]。同年 5月 1日，毛泽

东在接见双方谈判代表张国华和阿沛时告诫他们家

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31]5月 23日，《十七条协议》

得以签订，实现了对西藏的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入

西藏后，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坚决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充分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

学习藏语，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解放军还开展了

“满缸运动”，为藏族家庭挑水，并帮助他们打扫庭

院、打柴背草等。[32]西藏和平解放驱逐了帝国主义

的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继而开启西

藏民主改革和发展建设之路，使藏族群众切身感受

到祖国大家庭的关怀与支持，培育和加强了他们对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第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各民族当家作

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

志根据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经慎重考虑及

深入研究，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9年的

《共同纲领》，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同年10月，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少数民族较多

的行政区也相继设立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为推动实

行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中央和地方民族事务管理

机构在“慎重稳进”方针的指导下，组织有关方面的

专家和民族工作者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干部培

训工作。195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较为具体的规

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立法的形式

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关工作也迅速推进。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中，秉着商量办事、综

合权衡的大家庭方式处理具体民族事务，贯彻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政治伦理，坚持深入基层、凝聚人心的

群众路线，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

··42



2024.9 民族问题研究

ETHNIC STUDIES

代化国家。[33]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重要思想基础

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

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

(三)在改革时期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实践

第一，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953年 11月，中华全国体育

总会在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

会。这是一次体现民族平等团结的盛会，对贯彻党

的民族政策、推动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增强民族团

结产生了重要影响。[34]改革开放后，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民委、国家体委将此次运动会定为第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简称“民运会”)，并从 1982
年起，每四年举办一次民运会。在举办过程中，也曾

存在移植现代奥运会符号，在奖牌、会徽、火炬、媒体

话语等方面倾向于“锦标主义”的问题，随着文化自

觉意识的自强，民运会在开幕式、会徽、赛会制度、官

方和媒体话语等方面，“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观

和符号意义日益凸显和强化。[35]每届民运会观众达

到上万人，各族人民聚集在一起交流学习，对彼此的

了解更深入，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更为深切，民运

会成为加强各民族情感联系、强化各民族对伟大祖

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大家庭认同的重要平台。

1991年，第四届民运会会歌《爱我中华》中，“五十六

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

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的歌词，生动展

现出我国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情景，歌曲迅速传遍

大江南北，深受全球华人喜爱，并被编入初中生音乐

教材，还被选为“嫦娥一号”卫星搭载的歌曲。

第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各民族共同发

展繁荣。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总结以往历

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

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

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

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36]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

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

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

内地更好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

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

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7]正是按邓小平的构

想，党中央在世纪之交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使各民族共同繁荣

发展逐步成为现实。[38]1999年 6月，江泽民在中央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

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39]，同年 9月，江

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要求有关部门加紧研

究，要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历史机遇。

2000年3月，西部大开发正式启动。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

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实践。为保障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务院将绝大多数民族自

治地方直接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没有被纳入西部

大开发范围的民族自治地方，则由省一级人民政府

参照西部大开发相关文件，予以政策支持。此后，民

族地区的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2000年
的 5198亿元增加到 2009年的 23475亿元，年均增长

12.8%，占西部地区比重由 2000年的 31.2%提高到

2009年的 35.1%。[40]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经济结

构逐步趋向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化事业快速

发展。西部大开发促进了各民族协商办事、互相帮

助的兄弟情谊及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

(四)在新时代促进各民族共享发展的实践

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一个也不能

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缩小民族间的经济

社会发展差距，党和国家通过财政拨款帮扶和救济

少数民族。但由于国家经济能力有限，这种帮扶和

救济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落后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充分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施对口支援、沿边开

放、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通过生产开发加快民族地区

经济发展，使民族地区的贫困发生率逐年下降。党

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要求“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41]，党的扶贫工作从

开发式扶贫转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对中国这

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而言，“消除绝对贫困，

实现全面小康”是一个艰巨任务。党在新时代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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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扬“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要求“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少数民族一个也不能少”。习近平高度重视民

族地区的脱贫情况和成效，在脱贫攻坚阶段，深入贫

困地区考察调研并部署工作。2020年底，我国如期

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民族经

济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

题得到初步解决。中国脱贫攻坚的胜利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也为世界其他遭受贫困困扰的国家和地

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其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享发展成

果和共同富裕。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达到共同富

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根本目标。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多数分布在乡村和西

部地区，为促进各民族共享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实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和教育均衡发展等重

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农村地区，特

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通过加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推动农业现

代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

果，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使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

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

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这一战

略有助于增进地区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利于各民族

共享发展机遇，实现民族间的互利共赢。教育均衡

发展战略致力于提高全民教育水平，通过在发展较

落后民族地区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学校设施、提供奖

学金和减免学费等措施，保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

民族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

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理论

与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既有对

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中

华各民族数千年来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可以说是“两个结

合”的典范。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是“中华民族大家

庭”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索

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同时，十分注重对民族关系问

题的研究，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

并在马克思主义继承者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

主义改革与建设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体系，可以归纳为三

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即民族

平等理论；第二层次，是民族关系的过程理论，即民

族发展和共同繁荣理论；第三层次，是民族关系的目

标理论，即民族融合理论，三个层次紧密联系，相辅

相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2]在马克思主义看

来，民族关系的融合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消灭民族压迫，实现各民

族形式上的平等；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时期，用社会

主义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促进各民族发展和共

同繁荣；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时期，区域隔离被打

破，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彻底消亡。其中，社会主义

时期是民族融合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期，经过社会

主义阶段的高度发展繁荣，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明

大幅度提升，各民族素质普遍提高，历史遗留的民族

间各方面的差异基本消除，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共产

主义，民族融合最终得以实现。

马克思1843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提出了犹

太人的民族平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在《神

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批判了资

产阶级虚伪的民族平等观，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

都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永

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43]。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所

有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

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优点和长处，都为人类文明进

步和社会历史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绝对没有天生

的“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分。恩格斯于 1876-
1878年撰写的《反杜林论》，集中论述马克思主义平

等观的基本思想，其中也包括民族平等的内容，经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民族理论家的进一

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成为一个完整的

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第一，主张一切民族平等，反

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第二，要求各

民族在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第三，要求铲除民族

不平等的根源，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和阶级。第四，不

仅要遵循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还要实现事实上的民

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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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并消灭剥削制度后，各民族

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得以实现。但由于各民族

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距，要实现各民族的事实平等，彻底解

决民族问题，就必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斯大林指出：“胜利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

帮助，真正长期帮助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发展文

化和经济，帮助他们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赶上走

在前面的民族。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

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要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

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

合作。”[44]

自人类历史上出现民族后，各民族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就没有中断过，在此过程中，

促进民族间融合和共同性的因素也不断积累和加

强。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

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

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

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

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5]。随着

资产阶级的发展，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

立，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

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46]

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间互动

的增加，各民族在保留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在经济

和文化上的共性日益增多，各民族团结成一个有共

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命运和共同目标的整体。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

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

这一思想及实践的重要方面，一是坚持国内各民族不

分大小、强弱、先进与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面均享有同等的权利。二是将中国各民族的关系视

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强调各民族友爱合作、团结互

助、共同发展进步。三是提倡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

融，打破民族壁垒与隔阂，形成和谐民族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思

想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自在实体，其

形成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连续不断地兼并

战争打破了“华夏居中，四夷配以东南西北”的民族

分布格局，“四夷”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华夏”民

族在与他们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四海之内皆兄

弟”“华夷一体”“天下一家”这一主导性的中国民族

关系思想。

西汉时期，贾谊以“华夷首足论”分析汉族与匈

奴的关系，认为汉族与匈奴是同一个身体的两个部

分，二者紧密联系且无法分割。司马迁深入考察匈

奴、闽越、东越等民族的族源后指出，这些民族也是

黄帝子孙，他们与汉族是兄弟同胞的关系。西汉时

期形成和亲制度，汉高祖时有宗室翁主嫁为匈奴单

于阏氏，汉武帝时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先后嫁入乌

孙，汉元帝时昭君出塞和亲匈奴呼韩邪单于。通过

和亲，汉族与少数民族间建立起亲属关系，达成分疆

自守、互市贸易、和睦相处的约定，成为汉族与少数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多个政权并立之局

面，但统一与和平的大势并未改变，无论是汉族还是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并将建

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最高政治目标。这一时

期，出于结交同盟的和亲十分常见，相互间的支援合

作进一步突破了民族界限，民间族际通婚也越来越

多，促进了南北交融、华夷互鉴，为隋唐民族大融合

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历

史阶段，这一时期也是各民族相互杂居共处和大融

合的时期，民族关系思想也有新发展。如唐太宗李

世民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

德泽不加，不必猜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

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47]唐朝时期的和亲

更具有主动性、开放性和进步性。唐太宗时期，吐蕃

出于与唐王朝交好的目的请求和亲，唐太宗将文成

公主嫁入吐蕃，并带去许多农作物种子、先进的农业

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能工巧匠，唐朝与吐蕃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往来更为密切。唐中宗时期，金城公

主入藏时又带去许多书籍和音乐艺术技艺，增进吐

蕃对中原文化的了解，唐蕃关系更加亲密，往来更加

频繁。唐穆宗时期，唐与吐蕃结成“舅甥”关系，唐蕃

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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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和亲相对较少，但民间族际通婚较为普

遍，如当时被称为“回回”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与中原

地区的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后，形成了回族这一中

国特有民族。清朝时期，统治者强调“满汉一家”“满

蒙一体”“满藏一体”，和亲制度也进一步发展成为民

族联姻，满蒙联姻是清朝的基本国策之一。满族一

方面承袭了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和汉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同时又与蒙古族等边疆民族保持密切联系，通

过联姻等方式，满族将这些思想和文化传入蒙古等

地区，促进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文化交流，边疆民

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进一步加强。清政府的垦边

政策，推动中原地区的汉族向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迁移，汉族与少数民族共享土地和技术资源，族际通

婚也明显增多，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也

得以增进。

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的讲话指出，“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

的”，“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

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

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

样的历史佳话”[48]。和亲、通婚、联姻为中国古代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桥梁，各民族在互动往来

中交汇和合，血脉相连的情感联系培育出各民族休

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

识，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充分继

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在历史过程形成的“天下一家”

“华夷一体”等民族关系的优秀文化传统。国民党蒋

介石关于中国民族的“宗支说”，虽然也以中国家族

和伦理文化为基础，但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

家庭”思想不同，“宗支说”违背孙中山“五族共和”

论，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同化，带有明显“大汉族主义”

色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则更

强调中国各民族间的家庭成员关系性质，注重民族

平等团结，反对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是“两个结合”的产物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9]。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

想，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时也充分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中华

民族大家庭”思想，可以说是“两个结合”基础上的重

要理论创新，既助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也

凸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只有坚持民族平等、

推进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促进民族融合，使各民族整

合为一个共同体，才能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解

放，进而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正如习近平所指

出的，“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

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

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

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

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50]党的“中

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

原则，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和民族融

合。而且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强调各民

族要像家庭成员一样，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

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及实践

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伟大斗争中，坚持“中华民族大家庭”思

想，并在实践中积累得出许多解决民族问题的宝贵

经验。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保

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

民族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清除了帝国

主义在中国境内的分裂势力，基本使各民族间的隔

阂和矛盾得以消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一步加

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建立了各民族友爱

合作的大家庭。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

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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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发展的各项举措具有良好成效，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我党带领各兄弟民族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初步解决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进一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51]。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

原则。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理论是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则，也是党

“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基本主张，这一思想强调

各民族不仅要实现形式上的平等，还要实现事实上

的平等。鼓励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积极参

与伟大祖国的建设，在经济文化上友好交往、在生活

中和睦相处，提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第三，强调民族情分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

径。“民族”常常被视为“具有亲属关系的共同体”，是

“其成员之间由于出生境况相同而形成的密切关系、

占据广阔领地、有时间深度的共同体”。[52]中国各民

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早已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各

民族间的关系不是竞争关系，更不是敌对关系，而是

兄弟或家人间的关系。潘光旦曾批评国民党统治时

期在处理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上“暴力用过很多，理

法争论也多”，但从形成“团结与统一的立场”和实现

“一个更坚强和谐的‘我群’”这一目的而言，“确是失

败了”。在一国之内，应“当作一家看待，且进而使其

在精神上成为一家，成为一个虽庞大而更巩固的‘我

群’”，要“多多地运用情分”，就像“兄弟房分之间的

争论，绝不用力与法来解决，而用情分来解决”，只不

过“以前主持处理家事的人是一位家长，如今主持处

理国事的人该是全国的人民”。[53]中国共产党在处

理中国民族事务中，始终秉持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

庭理念，大家庭内的各兄弟民族商量办事、互相帮

助，讲民族间的情分，充分尊重各民族情感。这种思

想和做法，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

益，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结语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党的

“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将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定位

为完全平等的兄弟同胞关系，坚持各民族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一切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主张各民族同心

同德、友爱合作、共同进步，倡导在解决民族问题时

更多地讲民族间的情分，这一思想及实践，解决了中

国‘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变的是民族间不平等的关

系”[54]的问题，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的民族隔阂

逐步消除，由生存环境和生产力水平导致的发展差

距持续缩小，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也超越自然地

理界限的阻隔逐渐走向交融。党的“中华民族大家

庭”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

重要法宝。

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也是“两个结合”

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将

“中华民族”比拟为类血缘的“大家庭”，并以此来描

述和阐释中国各民族间关系、家国关系、海峡两岸关

系、海内外中华儿女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

话语。[55]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仍面临诸多挑

战。国内方面，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民

族矛盾和纠纷问题依旧存在。国际方面，有些西方

国家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制造民族分裂活动，

企图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因此，我们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广泛宣传“中华民族

大家庭”思想，深入挖掘和拓展“中华民族大家庭”思

想的内涵与价值，创新“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实

践方式，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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