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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传播路径 
马梅 

（新疆科技学院  新疆库尔勒市  841000）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理论指引。在当今我

国社会发展中，如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向心力，是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中 为重要的课题。本次研究

中，将结合相关的文献研究内容，以及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传播实际情况，对我国社会发展中筑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以解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实际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具体的实践路径进行详细的论述。通过本次研究中的内容，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发展中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开展，从而为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充分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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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了能够让各族民众紧密的团结在一

起，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就需要在社会发展

中，筑牢各民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思，让各族群众对于中华

民族的文化形成根本性的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多民

族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理念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而这些文

化差异的出现，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实际开展，会

造成一定的困难。为此，本次研究中首先对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以对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建设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造的原则与实践路径就能更为符合我国社会发

展的实际，真正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我国社会发展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分析 

民族平等团结与繁荣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强烈的

现实意义。但是，通过对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养的现状分析，发现离开一些实际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全国

各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造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对于

我国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 

1.1 外部势力的干扰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外部势力对此造成了极大的干

扰。在我国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一些国外势力通过网络与社交媒体

等形式，进行极端文化理念的渗透，使得我国少数人员演变发展成

为国家与民族的反动势力，不断在社会文化传播中植入一些极端理

念，影响我国社会文化的整体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理念的

构建造成看极大的破坏[1]。 

1.2 文化发展形态缺少多样性 

为了促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

开始有意识的促进内地省份与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通过各地区之

间的经济交流活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

升。但是，在各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统的保护，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我国少数民族

地区的文化发展与内地文化发展的形态逐渐趋同，使得我国民族文

化体系的多样性逐渐缺失[2]。我国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

国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过程中，虽然重点强调各族人

民要形成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广泛认同，但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

组成部分中，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理念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极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对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理念的保护，以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多

彩。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浓，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理

念的忽视，将对我国文化体系的多样性造成极大的破坏，使得中华

民族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无法体现出充分的生命力，长此以往，对

于筑牢全国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极为不利的[3]。 

1.3 狭隘的民族情结 

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除各民族文化发展逐渐

趋于同质化的问题之外。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一些人对于少数民族文

化保护的错误意识。我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不同

民族文化中留存的个别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文化间的差异，

比如，狭隘民族主义情结、地方保护主义、宗教极端化等。这些现

象的出现，使得我国社会发展中各民族的根本文化认同变得难以实

现，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4]。这些现

象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对于各民族文化传播中文化发展同质化的错

误认识，是一种对文化传播现状矫枉过正的体现。尽管在各地区经

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发

展的同质化。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会死促进

不同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如果处于民族文化保护的目的，一

味限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就会导致我国各民族文化体系的

发展失去外部的促进因素，导致文化发展陷于停滞，逐渐落后于时

代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也很难有效的进行[5]。 

2.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传播中应坚持的根本原则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上需要让全国各族群众在心理

层面上形成对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根本认同。为此，就需要进一

步优化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让各族

群众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培育各族群众

的文化自豪感，进而树立自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协力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6]。而在集体的文化传播过程中，要坚持

以下几项根本性的原则： 

首先，开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需要找到各民族之间

文化理念的共同点，以这些民族文化理念的共同点作为文化传播的

出发点，以此推动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整条文化体系的心理认同；

此外，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中，也要注意对各民族文化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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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要给予不同民族文化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以促进中华民族

文化的多样化，避免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同质化现象，以保证

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在社会发展中，能够保持更为旺盛、持久的生命

力，让中华民族文化在之后的社会发展任何的时期都能够体现出价

值，以此进一步巩固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理念的心理认同，

进一步筑牢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 

3.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传播中可采取的实践路径 

文化认知心理是文化形态表征与内在逻辑的统一体，是历史和

现实共同作用的内在机制。在当今我国社会发展中，通过不同民族

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强化各族人民群众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理念

的根本心理认同，从而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对目前我

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实践路径进行针对性的优化，保证在各民

族文化交流传播的过程中坚持“求同存异”的根本原则，从多层面

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传播路径。 

3.1 对中华民族文化内容的再创造 

中华文化的知识再造是通过网络传播和在地化共享，让各民族群

众能够尊重、接纳不同民族的文化美容，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受其

他民族文化，从而实现对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首先，

对于文化内容的再创造可以通过艺术手段实现。为了能够进一步加深

我国各族民众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广大艺术工作者要积极行动

起来，进一步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根究中华民

族文化传播的实际需要，进行故事的创新改编，通过电影、电视剧、

音乐等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以艺术的形式对文化

内容进行在创作。电影《刘三姐》就是中化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艺术

再创作的典型案例，通过这部电影，全国各族群众对壮族文化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对于壮族文化的接受度也显著提高。除此之外，在中华

民族文化交流与传统的过程中，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当今社会发展中先

进的信息化技术，以先进技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目前流

行的各种新媒体平台，是进行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有效哦渠道。这些

平台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具备内容灵活、形式灵活的优势，现如今

人们各种信息的接收，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些新媒体平台实现的[8]。对

此，在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传播中，要对这些新媒体平台加以充分的利

用。例如，使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民族地区各种文化活动的现场直播，

通过现场主持人与线上观众的弹幕交流，进行民族文化宣传表现，从

而加强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传播效果。 

3.2 实现各民族群众的情感融合 

要想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认同，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实现各民族群众的情感融合。对此，

我们可以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指引，通过在民族故事中融合新时

代中华民族文化基本内涵，让各族民众能够从其他民族的文化故事

中寻求精神上的共鸣，建立起各族群众之间的情感纽带，从而实现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我国很多民族都有属于自己民族

的英雄故事，其中以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以

及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我们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以以讲述

这些英雄史诗作为切入点，提取出这些故事中与当代中华民族文化

理念相通的内容主旨，通过网络、新媒体平台等渠道进行故事的讲

述，使我国各族人民群众的情绪发生交会，以此实现各族人民群众

的情感融合。除此之外，我国的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

这些官方媒体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阵地，为进一步

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些官方媒体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各民族文化以及针对各民族的惠民

政策的宣传，以此激发各族群众的民族自豪感，从而进一步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 

3.3 实现文化表达的行为自觉 

为更有效的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要实现文化表达的根本行为

自觉。具体来讲，文化传播过程中，要注意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

会贯通。在进行文化传播时，不要给不同民族的文化打上“先进文

化”“主体文化”的标签，这种标签对于其他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否定，

会使得在开展民族文化传播时，其他民族群众对于传播的我呢华内

容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不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此，

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要时刻保持一个平等交流的心态，在

进行民族文化传播的同时，也要展开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

互相之间学习对方民族文化中的优点，完善自身民族文化中的不足。

与此同时，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过程中，还要更加注意思想观

念的传播方式，将政治化、学术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通俗化、

大众化的形式融入各民族成员的生活，“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统一

性和多样性相统一”[10]。 

结束语：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目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发展中 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

从根本上加强我国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共同为我国社会发展贡献力

量，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本次研究中，就筑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传播途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加强我国各民

族文化传播提出了三项对策建议。这些对策建议的提出，对于我国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筑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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