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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 
毛瑞芳  陈琳瑛 

（中共迪庆州委党校  香格里拉  674400） 

摘要：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民族团结的根本，民族和睦的前提，是最深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前提保障是文化认同。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最大化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

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树立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念。基于此，本文详细介绍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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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unity，and the premise of national harmony is the deepest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building the common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cultural identity，we need to take the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basis，maxim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and thus establish the belief in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practical path of build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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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民族

发展的前提。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铸牢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而文化认同则是民族团结的根本，以

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使我国各民族形成强大的

凝聚力，全国各民族上下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奠

定良好的基础，从而推动我国健康长久发展。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培养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

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也是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以及核心价值

观践行的前提保障，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于我国生活习惯、感情共鸣等中。中华民族经历

过秦汉的大气磅礴、大唐的盛世太平等，这些都是民族共同铸造的。

历史朝代都在为了实现统一而不断奋斗，以发扬传承优秀中华文化

为根本。各民族团结互助、相互借鉴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大融合，

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是体现中华文明的重要内

容，不仅有勤劳勇敢、崇礼亲仁的精神，同时也有热烈豪迈、甘于

奉献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些多彩文明的出现共同融入在中华文化中，

逐渐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而成。 

1.1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根本 

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本。聚集而生、群体合作的高山河谷民

族与茶马的中原民族在西南民族地区密切交流，多种民族文化融合

发展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此同时，民族捍卫统一也促

使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抗日时期中华民族上下团结一心，积极

抗战，其中云南地区，参加抗日人数约为 37 万人，伤亡 10 多万人，

包括少数民族白族、回族、瑶族等 20 多个民族。各族民族同仇敌忾，

团结勇敢，奋力抵抗外开侵略者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理

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夯实的基础[1]。 

1.2 多元一体理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李大钊对新中华民族主义进行了新的定义，需要挣脱以往民族

文化、语言、风俗中的桎梏，树立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使中

国人民拥有民族自觉、民族认同以及对国家基本政治的认同，需要

将中华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结合在一起，促使中华民族摆脱民族危

机，得到更为久远的发展。中华民族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

念为前提，将各组民族团聚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在中国发展的每

个历史时期，始终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作为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

中华民族自我意识是在多元化文化浪潮中形成的，并逐渐形成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与 56 个民族是整体与部分、整体对多元的关

系。56 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为整体，多元集中为整体形成凝聚

力，而汉族在多元一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整体性

与民族差异性，促使各民族之间交流更为频繁、密切，共同创造了

一个多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涵盖

了中华各民族的整体内容，是一个实体。 

2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2.1 加强历史文化学习，建设精神家园 

2.1.1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一个民族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发展

的根本，因此历史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各地加大对中

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力度，贯彻落实四史教育，通过开展英雄祭奠

活动、参加历史纪念地等方法，使各民族回忆历史、沉思过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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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未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意识到中华各民族是

团结一心且血脉相连的，才可以推动中华民族的快速发展，各民族

人民共同书写灿烂的中华文明[2]。 

2.1.2 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 

各民族应要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并做好传统文

化和红色文化的保护工作，从而可以促使中华文明开遍祖国大地。

任何文化都是长积月累，反复磨炼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也亦是

如此。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多年的历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包含

着无数先辈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激励着当代中华儿女的奋力前进。

因此，各地区应要利用多元化的方法，加大各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认识和理解，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发扬。同时，也

需要 大化发挥红色文化的作用，将红色文化与中国民族相结合，

讲中国故事，利用文化的育人功能，使各民族获得价值认同感，拥

有良好的爱国主义情怀，传承我国中华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 

2.1.3 制定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各地应要做好古遗址、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并利用科技创新技术，建立乡村共同体与城市共同体保护制度，从

而促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发展。同时，也需要以中华民族叙事立

场为基础，做好宣传工作，减少不良思想对中华文化遗产造成的影

响，搭建完善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研究体系， 大化发挥文

化遗产的情感性特点，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打下坚定

地思想基础，推动我国健康长久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促

使我国迈向更高的台阶，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起到发扬和传承的作用[3]。 

2.2 以共同体实际生活为前提，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此，需要以共同体实际生

活为前提，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从而促使文化认同感的提

升，铸牢共同体思想。为了促使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顺利开展，需

要深入贯彻落实四项措施，具体而言：（1）将各地政府、群众与社

会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并

积极宣传民族理论、方针政策等，传播民族团结相关信息，并深入

挖掘价值含义， 大化发挥育人的作用。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智慧

场馆，并利用虚拟技术进行情景再现，向各族人民展示民族共生共

荣的历史情景，促使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各地应要以民族

团结进步为前提，积极推进“九进”，将民族政策理论融入在干部职

工学习中。同时，在各地区的学校、社区等地建立文化长廊，张贴

标语，宣传文化，利用现代化技术加大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力度，从

而营造良好民族团结进步氛围。（3）将互联网与民族团结相结合，

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性。同时，各地也需要

利用官网网站宣传民族团结进步内容， 大化发挥互联网的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文艺

汇演、诗词大会等主题文化交流活动，从而可以展示更多的民族文

化，使各民族交流更为密切，从而促使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有效形

成，实现各民族的有效团结统一[4]。 

2.3 彰显共享文化符号，起社会化引导作用 

在文化形成过程中符号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华文化符号

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价值精神形成的重要一部分，同时也是形成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息基础。符号是各民族风俗习惯、迁徙交流

等历史过程，体现着中华各民族同舟共济、风雨同舟的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符号丰富多彩，因此需要做好文化符号工作，以文化

认同为前提，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从而促使各民族文

化认同的形成，起到社会化引导的作用，具体而言：（1）做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先辈生活习惯、风俗

等概括而形成的现代符号，也是中华文化符号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认识和了解其他中华文化符号。语言不统一

将无法进行沟通，不沟通就无法形成认同。所以，国家需要将通用

语言文字宣传融入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

促使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2）强化各民族对共同政

治文化符号的认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各种思想的涌进，对意识

形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而需要加大政治文化符号的宣传工作，

使越来越多的人讲解国旗、党旗等政治文化符号中所包含的中华文

化，从而可以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使各民族团结一心，

更好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认同[5]。（3）开展地理文化符号保护工作。

黄河、长江等地理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根源，也是中华民族

精神形成的根本。这就需要各地做好 地理文化符号资源保护工作，

通过丰富多彩的宣传方法，使各民族提高对共同地理文化符号的认

知，从而形成中华文化认同，促使各民族团结统一，形成强大的凝

聚力，使我国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化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

家，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时代发展的必要之路，

同时也是新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拥有良好的大历史观，

从而可以正确把握历史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定中华文化立场，正确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异性，以文化认同建立各

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促使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

升，使我国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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