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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层次结构及实现路径

时雨晴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决定了文

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一般来说，文化可分为价值观、制度、器物三个层面。文化认同

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分为如下三个层次：核心层中华民族共通的心灵归宿和价值追求，中间层中

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和发展追求，外围层中华民族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以增

进共同性、推动意识和存在的双向互动、促进多元共生为基本原则，加强教育工作、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利

用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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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a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应对严峻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

民族宗教问题以及国民身份认同危机，充分发挥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b，成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此，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并将其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c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可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密切相关。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当前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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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王伟、张伦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逻辑缘起、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中央民族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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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辨析主要包括以下观点：第一，从横向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共同”的民族实体意义 a，

包括共同的价值信念、精神文化、历史记忆、物质基础、政治诉求、责任使命和前途命运，凸显共同体

内部各民族与国家间关系以及各民族间关系结构的内在有机性 b，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

同体等维度 c，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整合国内各民族的重要认同机制和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抓手 d，深

刻影响着共同体的团结和融合。第二，从纵向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凝聚各方面力量并推动中国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e，深刻影

响着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 f。第三，从结构层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为“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一

体”指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即共同体内部多样的民族形态，个体具有平等、同一的国民身份，

既归属于各自民族，又并行不悖地归属于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g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指在实践过程

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认同的心理或意识 h，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各民族共建、共

享的过程，包括感性层面如主观感受、态度偏好等，和理性层面如概念判断、推理演绎等 i。

其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决定了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2014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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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21年，

他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k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某种文化的

接纳和认可程度，包括认知、态度和行为。l它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构建自我的心理过程，同时体现个体

在群体中的社会意义 m，能够使人们形成对所属文化和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和内心承诺 n，从而影响人们的

心理和价值判断，具有塑造民族身份认同和归属意识的作用，是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o，因此成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那么，文化认同有哪些类型和特征？文化认同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可划分为哪些层次结构？本文在回答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

路径。

二、文化认同的基本类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文化认同的基本类型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一词来源于《易经》中的“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不同种类相杂谓之“文”，

a　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b　李义天：《共同体与政治团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7—28 页。

c　邹丽娟、赵玲：《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逻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d　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e　陆海发：《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f　严庆：《认知与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思考视角》，《中央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g　苏泽宇：《认同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学术研究》2020 年第 9 期。

h　王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人民论坛》2020 年第 1 期。

i　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民族教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j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30 日。

k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日报》

2021 年 3 月 6 日。

l　郑雪、王磊：《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 年第 1 期。

m　董莉、李庆安等：《心理学视野中的文化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

n　陈世联、刘云艳：《西南六个少数民族儿童民族文化认同的比较研究》，《学前教育研究》2006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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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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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人群相处中种种复杂的形相谓之“人文”，在不同种类人群中求得相和相同谓之“化”，文化

即通过一定的方式相杂而成的人群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共通追求，将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并将此共

通性从小范围的夫妇、朋友逐渐扩展至天下全人类，从而形成大同世界 a。

一般来说，文化可分为价值观、制度、器物三个层面。价值观是人类拥有的各种思想观念，包括理

想信念、基本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是人们认识世界、判定是非的根本依据，也是人们拥有生

活目标和心灵安定的源泉。制度文化是人类建立的用来约束或指导人类行为的规范，如法律法规、典章

制度、风俗习惯等，它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发展。器物文化则是人类在生活领域的发明创造，

包括建筑、服饰、技术、雕塑、绘画、音乐等，它会使人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和便利，也是判断社会现代

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文化的三个层面相互作用、彼此关联。一般来说，价值观具有相对稳定和持久性，是一个社会群体

普遍持有的见解、集体遵守的观念，因此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则是由价值观衍生

出来的，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而不断发生变化，而器物文化又是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丰富、数量最

多的。不同层面的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用的深浅程度有所差异，其中价值观认同的作用

程度最深，其次为制度文化认同，再次为器物文化认同。

此外，根据群体范围的大小，文化认同可以划分为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和地方群体的文化认同。对

一个国家来说，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普遍持有的人生观、文化观、世界观、历史观、国家观、民族

观等的总和，是个体行为、社会构建和制度形成的根源；制度文化是一个国家根据自身国情而制定的政

治制度、发展道路、社会建设等，是国家运行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器物文化则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

的发明创造。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一是在个体“人”的层面，能够使人的心灵得以安放，并保障个体价值和潜能的实现；二是在国家层面，

能够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以及国家文明基因的传承与发展。

a　钱穆：《民族与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2—7 页。

b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地方群体的文化认同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出

现的，不同于国家层面而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文

化认同，虽然地方群体的文化认同和国家层面的

文化认同有所差异，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

共通性，也无高低优劣之分，并且不能相互排斥。

地方群体的文化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作用可以让社会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和多元。

图 1      文化认同的基本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

民族意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物质与精神的关系，b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方向。首先，

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原则，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

的根本和前提，差异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要素和动力，共同性通过差异性表现出来，差异性又受

到共同性的制约；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站在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视角下的民族意识，

各民族意识是站在各民族具体利益视角下的民族意识，只有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才能实

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因此各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次，中华文化是各民

族共同创造、传承和发展的文化传统，是各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各民族文化是具有地域或民族

特色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受到中华文化的引领；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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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物质力量，也需要精神支撑，要通过改革发展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

质基础和精神动力。

一般来说，在文化认同的基本类型中，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属于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

文化，地方群体的文化认同则属于差异性、各民族意识和各民族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消除

地方群体的文化认同，而是要在不断增进国家层面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尊重和包容地方群体的文化认同，

并坚决抵制削弱或危害国家层面文化认同的地方群体因素，从而形成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a。

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文化认同源自何处？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b因此，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实践在人们脑海中的主观反映，是中华民族长期共同发展的客观结果。c

文化认同只能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即社会存在当中去寻找。社会存在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

分别对应于文化的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形态的存在，即器物文化；二是运动形态的存在，即由制度文化

形成的社会组织活动；三是思维形态的存在，即精神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中，价值观认同具

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是人与人共通、古今相通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源性和基础性的核心精

神向心力；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认同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差异，但它可

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连接，成为辨识、确认中国国民身份属性的重

要因素。

三、文化认同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次结构

根据上述分析，文化认同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结构，即核心层、中间层、

外围层（见图 2）。其中，核心层是对国家层面“形而上”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即中华民族共通的心灵归

宿和价值追求，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中间层是对国家层面“形而下”制度和器物

文化的认同，即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和发展追求；外围层是对地方群体文化多样性的认同，即中华

民族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从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看，核心层和中间层的主要作用是增进共同性，

外围层则是对差异性的尊重和包容。由核心层至外围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程度依次减弱。

图 2       文化认同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次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一）核心层：中华民族共通的心灵归宿和价值追求

中华民族共通的心灵归宿和价值追求是在中华民族对宇宙、生命、国家、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价值认

知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国家观、文化观、历史观、民族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个体行为、社会构建和

制度形成的根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虽然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由此衍生的制度和

器物会有所差异，但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源性和基础性的核心精神向心力，却是人与人共通、

a　张顺林：《“多元一体”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

b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5 页。

c　张俊：《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的哲学意蕴》，《广西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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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相通的。

第一，人与人共通性。人性是相通的，中华民族共通的心灵归宿和价值追求是遵循人性的发展规律

形成的，对于人们自觉自发地形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使人们获得美好的生活体验和心

灵感知，是中华民族共同依托，并愿意共同传承和发扬的文化精神和情感态度；a二是它可以打破不同阶层、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隔阂，把人们凝聚在一起；b三是它可以将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并能扩

展至全人类，从而形成大同世界。人性的充分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c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人格的自

我完善来获得，它是最自由、平等的。同时，人性的发展需要在社会生活以及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中达

成 d，因此，这也是理想人格、道德修养的社会性展开。e它不仅使个人获得根源性的能量，此能量还可

以逐步扩展至家庭、社会，是一个由个人走向人类共同体的过程。

第二，古今相通性。中华民族共通的心灵归宿和价值追求是由中华民族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而形成的，是能够带领人们走向积极人生和美好未来的持久而深刻的意识体验，它以思想凝结的形式转

化为超越个体生命体验、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规范 f，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生情感纽

带 g，同时它与当下社会不断碰撞、融合，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信

念和价值追求，并能动地作用于当下社会经济生活，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中华民族自古追求和传承的世界大同的天下

观是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华夷一体的民族观、大一统的国家观是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此外，以人为本、以

德治国、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以及统摄、引领各民

族多元文化发展的核心精神力量。h

（二）中间层：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和发展追求

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和发展追求是中华民族共同传承、共建共享的事或物，以物质或非物质的

形式在共同体成员记忆中不断延续 i，并作用于未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共同的情感连接，

成为辨识、确认中国国民身份属性的重要因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第一，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记忆不是对过去简单的叠加，而是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

程和结果”j，是被中华民族共同构建、践行和认同的集体记忆 k，不仅连接过去和现在，而且面向未来。

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一是塑造共同体成员的历史共识，比如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疆域

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形成的生存空间，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共同

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祖国的历史 l等；二是唤醒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意识和集体情感 m，比如唐宋时期文

化繁荣等辉煌的历史记忆可以增加共同体成员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近代救亡图存、抵御入侵等苦难

a　郝亚明：《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广西民族研究》2009 年第 1 期。

b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 29 页。

c　王泽应：《论道德与生活的关系及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伦理学研究》2007 年第 6 期。

d　巩见刚：《儒家人性假设及其对儒家管理学建构的影响研究》，《管子学刊》2016 年第 4 期。

e　马兰兰、陈鹏：《心性的三重维度：本然、道德与认知——先秦儒家建构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宁夏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5 期。

f　青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性基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g　代宏丽、敖日格乐：《习近平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多维阐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h　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3期。

i　李静：《共同的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途径之四》，《中国民族教育》2020 年第 12 期。

j　莫里斯 •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35 页。

k　李静、王琦：《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及其记忆保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 年第 4 期。

l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

m　熊文景：《以历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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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记忆可以激发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感、奋斗感和爱国主义情感；三是为构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

号和形象标识提供依据，比如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都是其创作来源。

第二，共同的发展追求。共同的发展追求建立在各民族对未来发展的共同行为期许和实践意志的基

础之上，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动性、创造性的体现，在新时代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因此需要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

即各民族对国家主权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社会建设、政治

制度的认同，以及维护和效忠国家发展的坚定意志。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一是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具体的实践方式，各民族通过共同团结奋斗，形成对周围环境认知的共同心理

响应和行为选择 a；二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各民族通过共享发展成果，生

活水平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三）外围层：中华民族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

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族、文化和习俗的多元性。中华民族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是各民族

在生产生活、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具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比如地方风俗、特色艺术、民族文学、

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语言等，它们包含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

发展的要素和动力，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成为削弱或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因素，因此应加以防

范和化解。

第一，促进多元文化交融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许多分散的民族单位，经过长期融合、联结、分裂、

消亡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b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也是多元文化互融、互构、互生的过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如下的作用：一是通过交往交流，

各民族加强对多元文化的认知和接纳，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重要体现；二是通过交融

互鉴，增进多元文化的共同性，逐步缩小不同区域、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和文化认知水平；三是吸收借

鉴多元文化的合理成分，推进一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第二，防范并化解多元文化中影响民族关系和国家安全的消极因素。中国的民族观念传承自中国古

代的华夷观、天下观，以及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并由此形成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团结等民

族政策，而西方的“民族”观念则强调血缘联系，使“民族”概念具有了绝对性、排他性和优劣性，容

易造成民族之间的张力和冲突。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民族地区渗透民族分裂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思想意识，以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导致部分民众对中华

民族历史和文化认同的错位，对中国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应在多元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坚决抵制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的思想意识 c，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原则和实现路径

根据上述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以增进共同性、推动意识和存在的双向互动、促进多元

共生为基本原则，加强教育工作、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原则

第一，以增进共同性为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和

a　李静：《共同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途径之一》，《中国民族教育》2020 年第 9 期。

b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7 页。

c　孙秀玲：《新时代西部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方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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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根据前文分析，增进共同性即增进中华民族共通的心灵归宿和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

忆和发展追求，这就要求各民族树立公民意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提升国家意识，增强中华民

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中，增进价值观层面的共同性，即培育共同的道德观、人生观、国家观、世界观，

可以形成超越民族和地区的核心价值观体系 a，因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此外，还应加强

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建设。

第二，通过意识和存在的双向互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因此具有两种特性，一方面它由社会存在决定，并以独特的文化精神、道德规范反映社会存在，另一方

面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由此可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要通

过生活化的场景设置和日常的社会实践，实现对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引领，让各民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宣传，在意识层面不断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认知，指导各民族的社会实践，从而达到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目的。

第三，促进多元共生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命活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各民族相互借鉴、

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包含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矛盾统一体。没有各民族文化的

多元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会失去创造力和生命力。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传承中华文明

的包容性，确保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各民族文化在交融碰撞中互补共生、协同发展。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路径

第一，将教育工作贯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通过知识教育和体验教育两种方式，以

课堂教学、专题培训、互动研讨、实地体验等多种形式，使共同体成员从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认知中华

民族共通的心灵归宿和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和发展追求、中华民族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

从而凝结共同的记忆因子、培养和激发共同的精神情感和价值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充分发挥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领导优势。党的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坚强政治保障，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载体，应充分发挥党对

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共同团结奋斗中不断增强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与此

同时，通过模范集体、模范个人等典型示范的影响和带动，推动形成共同的文化精神和情感态度，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三，利用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是各

民族生活情感的共同表达，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因此应积极利用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节日、重要纪念日、文化符号和民族形象等文化资源，打造节庆、

演出等精品项目和文化品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活动可

以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各民族交流互动的重要途径，因此应保护传承民

族文化资源，促进多元文化健康发展，比如建立文化传承基地、开设非遗兴趣班、培养民族文化传承人，

积极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开展民族文化艺术节等。

第四，将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国家发展建设，

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可以凝聚民心、汇聚民力，增进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从而形成情感相通、

文化相融、利益相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是深入推进兴边富民工程、边境小康村建设，扶持人口较少

民族发展，稳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二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经济均衡、协调发展，补

齐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短板；三是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民众道德水平，推进民族地区

生活方式稳步迈向现代化；四是加强东西跨区域协作联动，促进各民族经济互助、文化交融、空间互嵌，

形成发展共同体。

第五，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促进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增进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认知和精神情感。

a　何星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形成与创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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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民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等，促进各民族碰撞、交融和重塑，

逐步消融文化差异和发展差距；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城市民族工作服务管理平台、少数民

族流动人员创业街等，并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通过城乡融合、城镇化建设，

形成城乡互补、工农互促的区域发展格局等。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SHI Yu-q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101)

Abstract: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main theme of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The prominent un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termine that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core 
of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bros, 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values, 
systems and artifa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as follows: at the core level, there is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and value pursuit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 there are shared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developmental pursuits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t the peripheral level, there is the coexistence of diverse cultures within the Chinese nation.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nhancing commonality, promoting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ideology and existence, fostering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strengthening educational efforts, leveraging the leadership advantages of the Party, utilizing 
abundant cultural resources,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nstructing an 
interconnected social structure.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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