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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生动载体，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和

时代需求。通过对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关联、价值意蕴、现实路径的把握进行具有未来性、系统性、整合

性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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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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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化是一个

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团结的根脉。”【1】通过文化认同缔结

各民族的血脉链接基因，其中红色文化作为体现新时代中国人精神

风貌的一种文化认同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和理论的

双重层面都具有切实可行和稳定持久的建构意义。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

求”【2】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的蕴含可以理解为全世界中华儿

女和中国各民族同胞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各

民族 深层次的认同，能够成为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重要元素，

也是促进社会和谐与民族团结，塑造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

的新形势新特点，深刻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民族工作提出的新

任务新要求，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长期关注民族问题，

把这一重大议题摆在国家大事中进行统筹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

作要向此聚焦。” 

1.1 社会领域“互嵌交融”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很多地区都呈现出多民族杂居的情

况，在物理空间上为社会领域民族“互嵌交融”形成了天然的文化

走廊，也构成了“动态的社会与文化关系网络”【3】，在此其中孕育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与脉搏，各个民族之间“交往范围

不断扩大，交融程度不断加深，构建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

环境”【4】各个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彼此交流，形

成互信互助的民族情感连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铸就社

会实践的红色基石。 

1.2 文化领域“多元共存” 

至 1950 年到 1987 年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世界民族史上的一

个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解决中国实际民族

问题的实践成果，奠定了民族特征为识别民族的科学依据，也展现

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理论与现实基础相结合的工作原则。民族识

别工作在确定我国少数民族类别的同时，也呈现了中国所具备的丰

富多元的民族文化资源，“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

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

自觉’的历史使命，也同等重要”【5】。费孝通关于民族文化的思考从

民族识别到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现象所进行探讨，体现了民族文化

领域“多元共存”的理念和时代发展要求。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需要

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的理念上， 

“文化是完整结构而且其子系统不断平衡的思想”【6】，在文化领

域“多元共存”的精神空间中展现出的多元包容共建的特点正是中

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文化使命的根系所在。 

1.3 政治领域“多元一体” 

1988 年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其晚年呈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至

今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其他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理论概括

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体现了整体、多元、融合的

特点，是相互影响相互映射共同缔造的一种表现。正如习近平所提

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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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

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7】政治领域的“多元一体”

展现了我国的民族团结和政策优势，是文化上兼收并蓄、行动上友

谊互助、政治上统一团结的生动表达，为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建设提供实践方向和理论支撑。 

二、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 

红色文化是伴随着革命战争年代诞生并发展起来的，是由一代

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创建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集体的智慧与力量，是百年党史和代

代传承下来的革命精神和力量，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实践中形

成的先进文化和一切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的使命。红色文化作

为一种文化资源，其在物质和非物质的不同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生动载体，是文化自觉文化自

信的精神力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和时代需求。 

红色文化的内涵在于它是人民的文化，它既由人民所创造，又

由各族人民所共享。民族性是红色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革命传统

的一种表现。“红色文化的民族性就体现在它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共

同拥有的，时时处处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8】在

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中红色文化表达着以五四精神、长征精神、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

华民族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奥运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再

到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新时代新使命的斗争精神，这种奋斗进取的

强劲活力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守是红色文化内涵的显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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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创造优秀的文化作品，实现红色文化的可视化表达【9】、文化传

播与文化认同提供发展动力。 

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就在于奋斗与

传承、共建与创新，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出发，实现民族

复兴，通过红色文化的认同形成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红色文化的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文化认同是 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

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10】。红色文化的认同

是践行初心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捍卫人民立场推进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凝聚社会共识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构建，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蕴含理解为

全世界中华儿女和中国各民族同胞共有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 基本、 深沉、

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精神支柱，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的精神基础。而红色文

化承接着过去，启迪着当下，昭示着未来，是新时代宝贵的精神食

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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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物态文化的总和，对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呈现多维的实效性。 

红色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有助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理论创新；有助于增强红色文化聚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动

力；有助于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强育人实效的理论思考，构筑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 

四、以红色文化生命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红色文化生命力需要与时俱进代代传承，需要实践与理论的相

互印证与推进，需要各个学科之间的支撑，需要新文科背景下在青

年群体和高校中发挥红色文化对青年学子立德树人的育人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与文化育人作出

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理念与内涵。

十九大以后，他在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育

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特别强调文化

育人的思想，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2020 年５月，我国教育部正式印发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我国必须把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落实到每一个环节，结合不同学科特点推动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体系的建设，将其融入教学的全过程。将文化育人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是高校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传承传

播中华文化使命的重要举措，也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内

在要求。新形势下高校加强和改进文化育人工作，应把握时代性、

着眼系统性、增强创新性，聚焦文化认同、培育文化自觉、提升文

化自信，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这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以新文科背景及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将马克思中国化学科

与社会学、民族学和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建构进

行相互论证，既能体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又有能发挥红色文

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论证价值。有助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维度建构，有利于社会政治认同向度的有机整合，有利于维护

国家安全统一的战略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华民族各族

人民在风雨兼程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荣辱与共、携手同行的共同历史

记忆和情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红色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巩固各民族在民族团结要素中意识根脉相通、文化相连的热

忱因子，并在充分尊重、相互交流基础上形成相互亲近的民族情感，

汇聚起各族人民荣辱与共的价值共识和精神追求，播撒爱我中华的

种子在每个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生根发芽。 

“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升华。”【11】红色文化既有着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又有

着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创新与发展。发挥红色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理论建构优势，探赜具有未来性、系统性、整合性的具

备全球化视野与文化认同价值的红色文化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把握时代性、着眼系统性、增强创新性，聚焦文化认同、培育文化

自觉、提升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具有担当精神

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新人提供文化支撑和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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