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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耦合及价值意蕴 
余安定 1  张相松 2 

（1.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自贡  643000；2.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自贡  643000）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红色文化在精神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内在属性，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内在一致性。用红色文化培根铸魂，传承好红色基因与增进“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并行不悖的关系。红色资源作为宝贵的革命实践资源，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独具民族地域特色，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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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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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高度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也将
利用和保护红色文化资源列为一项重要议题。2021 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
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回
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
脉”“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
[1]从红色文化的物质属性和精神文化属性出发深入探究
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耦合逻辑关系，运
用好红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
作，既是对政策层面重点导向的一种回应，又是对实践
层面现实关怀的一种思考。 

一、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耦合 
弘扬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精神与

实践层面都具有内在耦合性。在精神层面，红色文化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精神实质和精髓要义的有其内在
一致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
族独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投身于救亡图存
的革命运动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彻底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使各族人民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
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继
续加强对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的深
度贫困地区的政策帮扶。红色文化所凝聚而成的，是不
怕流血、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集体主义文化，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爱国主义文化。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
各民族要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四个与共”阐明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由此可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政策理念和社会实践的
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实质具有内在耦合
性。 

实践层面上，在 2021 年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党史学习要用好红色资源，尤其是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3]明确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红色文化作为无
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力量，具有独特的
爱国主义教育优势和特点，是巩固国家善治、汇聚民族

智慧、提供精神共有归宿的后备宝库。党的二十大报告
也指出，要弘扬革命文化，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把弘扬红色文化作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之一。 

总的来说，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文化的总
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是多方位的，其
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合理与合法的依据，寄托了中
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所呈现出的理想信念、政治立
场、价值追求、精神品质与思想作风，与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基本内容同宗同根，又与时俱进，既体现其优
质性，又突显出其本源性，丰富和拓展了当代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二、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在 2015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思想前提，没有“五个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全
部奋斗轨迹熔铸升华的精神印记，承载着党的优良传统
和时代要求，标注着社会主义的鲜明政治底色，与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天然耦合，对强化“五个认
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厚植家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家国情怀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能。各民族红色文化包含着
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热爱，红色遗迹、红色故事、 红
色文艺作品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可通过将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增强“各族人
民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民族团结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等理念，增强各族
群众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对伟大祖国的高
度认同，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我们通过
深入学习和理直气壮宣传党的革命、建设历史，尤其是
这一过程凝聚的红色文化和红色传统来有针对性的正本
清源，使国人坚信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
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选择改革开放的
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培育共有家园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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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相互交
融、彼此融汇、共同勃兴的历史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56 个民族休戚与共，在国家发展的各阶段过程中，
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全方位交往交
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1939 年，毛泽
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中华民族”为
题，阐明中华民族由中国各民族组成。[4]1988 年，费孝
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
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
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5]中华民族有
着辉煌的过去，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便逐
渐陷入苦难的深渊，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到谷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而形成的红色文化使
中华民族更加自知、自信，认识到只有自立自强，汇集
起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的力量，才能使中国成为现代化
强国。 

（三）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夯实精神根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最根本的认同，它是民族团结

的根基、民族和睦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成。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6]各族群众通过红色文化
资源的传承，在耳濡目染红色文化的熏陶中，增强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对本民族文
化的认同是并行不悖的。弘扬红色文化的过程，同时也
是在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命脉的过程。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发
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中树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问题。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本质就是
对红色文化的自信，或者说红色文化是中国文化自信的
根本支撑和价值渊源。 

（四）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明确政治保障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文化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一步步发展的历史。中华民族从
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其根本原因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
宗旨，带领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红色文化所锤炼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共同构
筑了党带领人民群众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
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红色文化是提升党的领导权的重要价值共识。列宁
曾指出，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
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
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
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7]，领导社会各个阶级
去争取胜利。这是对文化领导权重要性的论述。红色文
化论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国共产
党执政的合法性，理所当然成为国人对中国道路、中国
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自信和认同的价值渊源。 

（五）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坚持正确
方向 

近代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积极探索救国拯民
之策、开拓民族独立之路、践行民族复兴之图，这些精
神和遗产流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之中，成为党领导人
民继续开拓、当仁不让的精神动力。历史一再证明，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
符合中国国情的，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和自
治区、自治县、民族乡的成立，有效保障了少数民族群
众的权利，共享社会主义发展成果。进入新时代，各族
群众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红色
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绽放出中国特有的风采，红色文
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可有效彰显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近代以来中
国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道路的正确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利用好红
色文化资源，让各族群众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三、结语 
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征程的历史凝结，补钙壮

骨，通今溯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严密的耦合
逻辑。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着严密的逻辑耦合与历史关联，弘扬红色文化与增强
“五个认同”有着内在一致性。在当今中国，红色文化
对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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