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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 
马娟娟 

（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守正

创新的政策体系、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呈现了历史、理论、实践三个维度上内在逻辑的统一。从多维互嵌的角度去解读，有助于

我们把握其丰富内涵。从历史逻辑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了“自在”、“自觉”、“自为”的阶段特质，这是历史逻辑运行下的必然

印记；从理论逻辑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民族观、共同体理论以及各个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是其建构的理论基础；而在

实践逻辑上，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之魂，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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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发展提出的政治概念，象征着中华民族主

体以“自在”的形态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进而落实到社会各个角落。

在社会迅速发展背景下，中华民族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充分体现出

现代化、时代化特点，形成“自强”“自觉”的独立民族共同体。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会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符合时代发展需

求，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对于这一目标，应当

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以大局为重规划科

学策略，充分体现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价值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 
（一）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 

根据史料记载，中华已经有五千多年历史背景，并且在中华大

地中分为不同部落民族[1]。比如，中原地区以夏、商、周时期为主，

通过经济往来和战争激烈化，使得附近周边民族、部落逐渐融为一

体称之为华夏族类共同体。春秋时期中，齐、楚、燕、 韩、赵、魏、

秦七个部落合理划分也关乎夷、蛮、戎、狄等周边诸族的发展，成

为开拓多民族融合产业的起始点。当秦汉成立以来，逐渐落实中央集

权制度，对各民族开展统一管理政策，这也是推动我国历史发展的主

要干线。此后历代倡导中央政权制度，不管处于什么状态，都能潜移

默化地加强中华民族交流水平，使得民族之间关系越发密切，能够在

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促进。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各民族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更加注重人民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培养，严

格规范自身行为，快速融入到各民族文化思想中。所以，中华民族共

同体概念没有做到明确指出，但是在中华民族意识上依旧采用自由的

方式渗透到各民族历史活动中，能够在各民族不断演变。 

（二）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 

近年来，国际经济发展迅速，对全球发展趋势带来一定影响。

比如在国外文学影响下，中华传统文化观念遭受威胁，许多先进知

识分子逐渐偏向西方教育，这时引起国家的重视，逐渐重视中国与

世界的关系，适当借鉴西方发展经验，实现深度学习。随着西方文

学的涌入，民族主义和其他思想也随之而来，更好促进民族精英形

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同时将相关理论提供相应资源，有效在社

会行业各个角落得以渗透[2]。 

（三）成立新中国民族大家庭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引导下，新中国正式诞生，使得中华民族获

取自由和独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扎实基础。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渗透到各民族实践活动中，还需应对各种复杂难题，进

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也即将迎来

全新发展变化，根据当前国情，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团结意识，提高

民族凝聚力，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实现“公平、和谐、互

助”社会主义民族提供很大帮助。经过各民族人民的不懈努力，使

得我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飞速提升，进一

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更好要求，不断强调“铸牢”新理念，有

利于新时代民族思想和实践工作有所进步。比如，将“传统民族”

入宪是基于宪法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发挥全面保

障作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稳固。新时代的来临，中华民族

也在随之发展，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以身示范的方式承

担各种民族责任，及时解决各民族共同面临的难题。随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下，能够深入了解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进而在新时代影响下不断传播。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坚持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并且在日常

实践工作中积累丰富经验，尤其是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

我国国情，逐渐探索出全新民族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可以借助中

国共产党民族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出良好理论性和

实践性，具体探索出重要理论依据。 

（一）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提出，不仅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发展需求，还会涉及国内外宗教问题、国家认同观念以及民族

认同的实际需求。主要原因在于调整共同体和差异性二者实际需求。

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解决其共同性和差异

性矛盾成为重要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会议中提出“为了

明确区分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提高和谐、公平、宽容差异性是民

族工作顺利开展的基本原则[3]。”这一论证有效解决民族共同性和差

异性实际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共同性和差异性关

系是实践论证的基础条件。此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所在。 差异性体现在处理和研究

民族问题方面，将民族问题等同于少数民族问题，作为培养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依据，对民族共同体和差异性关系持续发展造成极

大影响。第二，共同体和差异性关系的合理调整，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培养的重要决策，不仅对以往二者关系进行适当调整，

还能成为日后未来民族工作积极奋斗的主体方向。第三，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明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不能从表面逐

渐淡化差异性，也不能直接注重差异性无视共同性，只有二者保持

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良好关系，才能保障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和

谐。第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争取对待民族共同体具

有共同性和差异性现实理论。中华民族是文化的集中地，是社会与

国家共同发展维护的共同体。所以，应当及时注重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现实观念、策略导向、实践方向、基本性质，有利于各

民族共同性都能向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进步。 

（二）正确对待中华特色民族问题 

发展道路与生存有着实质性关联，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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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否正确。中国特色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必须具有正确发展道路，

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明确带领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

实践工作相统一，精准体现出各民族对利益的需求和建议。比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中央米民族会议中提出“八个坚持”；在 2019

年民族进步表彰大会中，习近平在民族工作中成功总结“九个坚持”；

在 2021 年中央民族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尤为注重民族实践工作，

并且在十八大中总结“十二个必须”。所以，“八个坚持”“九个坚持”

以及 “十二个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我国民族工作开展

的根本依据，从实际处理中华民族工作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而培养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三）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际特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取自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

在马克思理论中，共同体是人们在实际生活关系中的全面结合，充

分体现出人类社会本质特征。在此时也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中的“共同体”不仅仅包含理论，还会涉及民族、资本、生死、

命运以及血脉相连因素，形成共同体。中华民族有着上千年历史背

景，沟通交流是各民族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共同体的集合也能有

助于各民族对国家持续发展的憧憬与向往。由于中华民族经过上千

年的历史磨难，通过历史铸造增强民族团结力和浓厚民族情感，为

中华民族发扬光大奠定扎实文化基础，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精

神，成立独立的实体民族国家。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相结合，不仅

表现出中华民族自身民族特征，还能推动各民族凝聚力、民族实践

工作顺利展开，具有充足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体现出时代实践价值，其本身

具有深层实践理论，这种理论与中华民族国家性和国际性有着直接

联系。从国家性特征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考虑

国家各民族对生活的实际需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实践渠道。从国家性特征分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发展

的重要决策[4]。 

（一）各民族群众对生活的实践需求 

新时代的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向着美好方向进步，使我国社会矛

盾不断恶化。经过实践调查充分了解到，在中国共产党正确引导下，

我国各民族已经实现层次性调整，从“基本物质需求”转移到“美

好生活需要”。此时，对于“美好生活需求”主要包含各民族人民实

践利益的形象表述，不仅包含基本生活需求，还会涉及各民族人民

群众对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期望。但是在当前社会发展情

况了解到，我国每个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人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还需进一步加强稳固社会发展形势，并且在此基础上适当局限各民

族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由此得知，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需脱离实际抽象

环境，而是将理论全面渗透到各民族实际生活中，这也是各民族渴

望美好生活的实际要求。所以，在一定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现代人们必须突破的难题，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提高

中华民族共同体责任感和期盼，有效发挥出各民族强大凝聚力，通

过实践实现美好生活。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诉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国家建设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借助中华民族现代化思想强化提升民

族凝聚力，进而营造出良好发展环境，更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步，实现国家伟大梦想。从具体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

花费很多实践经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认同问题是人类天生自带

的一种浓厚心理暗示以及情感，综合各民族心理变化，也是构建多

民族国家体系正常实施的主要动力。因此，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

展与内部结构体系运行有着实质性关联，首先要取得各民族对国家

的认可。但是在当前认同观念来看，需要将各民族认同观念整合一

起，充分说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同时承受着

民族认同的强烈影响。由此得知，如果在发展中二者一旦出现不均

衡状态，极有可能引发民族认同矛盾，对中华特色主义时代发展造

成巨大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各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

作为基础条件，促进不同民族实现良好互动。这一实践行为不仅弥

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的不足，更好保障二者在认同观点上保

持一致，提供重要内在动力，为建设新时代国家提供伟大民族力量。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选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满足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梦的实践诉求。同时，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条件。二者在实践中有着实

质性关联，经过发展不断融合，形成各种目标指向。在马克思理念

中，共同体是在双方效益与共同诉求结合下形成，是基于人类追逐

自由和解放前提下对人类全面发展带来无限人情关怀。所以，马克

思共同体思想中，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中华民族共同体，进

而通过实践努力下获取发展自由[5]。 

因此，为了加快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梦想，这就要求我们应当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基本逻辑。加强对其进行深层分析、

研究，才能从实际掌握其在时代发展中的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一项伟大且漫长的工作，需要大量历史文化积累形成，具

有历史、理论、实践多交叉特点，蕴含丰富中华民族历史和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发挥时代

价值和功能，进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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