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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甘肃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方略研究

刘　頔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甘肃　730101

摘　要：近年来，随着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的推进，文化建设已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民族地区来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

并将其融入到各项工作中。加强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因此，本文以甘肃民族地区为例，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性，结合实际情况，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构建战略，推动各民族相互交往交融，从而建立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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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面对外界的风云变化，必须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持续进行宣传教育，加大文化

建设力度，稳步推动民族团结和进步的事业，努力打造互嵌

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扩大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实践

途径，推动各民族的交流和交融 [2]。本文通过对甘肃民族地

区坚持“主线思维”，结合本地区文化特色，加强文化建设，

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走深走实。

1. 文化方略的基本内涵及构成要素

1.1 基本内涵

在新时期，“文化策略”强调的是文化实践，这是社会

实践的一种根本方式 [3]。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所有与精神

文化有关的事物都被视为文化实践。这涵盖了人们创作、传

递和享用各种精神文化产品的实践。因此，本文所研究的“文

化策略”确实是从实际操作中获得的，旨在提升各民族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感，并构筑中华民族的共享精神领域，这是一

种文化建设的行动，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根基。

1.2 基本要素

1.2.1 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文化沉淀和历史根基 [4]。文化实践

的效果取决于地理环境下的文化资源，也就是说，人类的文

化在不断的演变中能够被保留下来、并且具备使用的内容和

形态。这种文化资源既包括了具体的物质表现，也包括了抽

象的精神财富，例如长江、黄河、长城、故宫、莫高窟等，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珍贵遗

产，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也是当前进行文化实践的

根本支撑。因此，深度探索和整合文化领域的多元素，将这

些文化素材融入到实际的行动中，增强感受、提高理解，强

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是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关键步骤。

1.2.2 文化空间

“空间”这一社会学理论的关键观点，起源于法国的

社会学者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从 1970 年开始，

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等人，打破了传统的空间哲学与物理

学的阐述，把它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并坚信空间既拥

有自然特征，也拥有社会特征。在社会学的视角中，空间可

以被理解为展示社会活动与社交联系的明确地点，例如某些

特殊的地理位置、社群、教育机构、文化遗产等，这些都包

括了深厚的理论构想与实际应用价值 [5]。“文化空间”又被

叫做“文化场地”，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一个无论何种形式

的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它们对于文化的形成和进步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人类学来说，“文化空间”就是一个

实际存在的区域。它的特点是，它同时拥有物质和精神两个

方面的特质，它涵盖了“文化场地”、“文化中心”、“文

化形式”等“物质领域”，同样，它还涵盖了人们对于文化

的创新或者对于文化的确立，这就构成了一个“文化领域”。

此外，“文化空间”还同时拥有时间感和空间感，它的存在

源于对某种含义的理解。拥有独特的社交情绪，构成了本土

居民群众的心灵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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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实践主体

在文化空间中，“参与”的重要性被强调，并且视人

为空间行动的核心。这个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传递文化特性的

地方，而且还凸显了社区和集团文化的社会行为以及个体和

他人对于这些行为的价值评估 [6]。坚定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

是所有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人的集体参加的文化实践过程。各

族群众都在这个文化领域里“并肩作战”，他们通过自身的

身份，在这个领域里进行深入的交流、理解和分享，从而成

为推进中华文化发展的践行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2. 甘肃民族地区文化资源概况分析

甘肃省坐落在西北部，是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黄

土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点，横贯黄河、长江及内陆河三大河

流。历史上，甘肃一直是各族群众的汇聚点，这也为它的多

样性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特别是河西走廊，在历史上，

它的各民族交流和融合特性最为突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甘肃位于黄河上游，它是华夏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主要

起源地之一，并且孕育了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在传说中，

伏羲、女娲以及黄帝这五位帝王都出生在甘肃，因此被誉为

“羲里娲乡”或“羲轩桑梓”。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枢

纽，历经千年的风雨，各个民族在这条壮观的通道上的交流、

融合始终如一，构建出了彼此依存、互补、无法割舍的共生

关系，它也是中华文化的持久性、创新性、一致性、包容性

以及和平性的关键体现。

甘肃被誉为红色文化的宝库。这里拥有超过 600 个无

法移除的革命历史遗迹，以及 600 多个全国级的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甘肃的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独特的风格使它成为了国家 12 个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

地之一。整体来看，甘肃文化的核心特质包括其历史的连贯

性、互动性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和丰富度。其独特的地域环境、

平衡的各民族关联、深远的历史根基以及众多的文化财富，

让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先人文化、长征文化、黄河文化、

长城文化等各种文化在此民族走廊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

成了这一文化空间重要的时空结构和文化关系。

3. 新时代甘肃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

化建设策略

3.1 整合地域文化资源，有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由于众多民族的汇聚，陇原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交融的

地方，这也给现阶段通过文化行动来巩固中华民族的共享精

神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就甘肃民族地域来说，它拥有丰富的

文化遗产，例如：先人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丝绸之

路文化等。这些文化遗产在民族团结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教

育、各民族的杰出传统文化的表现、文化旅游活动等方面都

被充分利用，将这些文化资源融入到丰富的自然风光中，形

成一个完美的融合。

为了更好有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需要

强调地方性的文化遗产，以国家、省份、社区和人民的需求

为基础，并在地理和历史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比如，“一廊

一区一带”的活动、“走廊·文明互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实践研讨会、公祭伏羲大典的活动、“交响丝路·如

意甘肃”的文化旅游活动等，都是甘肃利用本地的特色文化

遗产进行的文化实践。另一方面需要提升本土的独特文化资

源，以此来增强中华文化的含义。无可争议的是，中华文

化的基石就包括了每个区域的文化和每个民族的卓越文化。

强调本土的独特文化资源，不只能推动本土和每个民族的卓

越文化的延续和扩展，同时也能够彰显中华文化的广阔和深

邃。例如：深入研究和最大限度地发挥敦煌的文化价值，也

就意味着要解读和推广其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

和人性关怀。同时，甘肃省需要把独特且吸引人的自然风光

和文化遗产整合到一起，以达到地方文化资源的最优利用。

这不只是让当地居民，也包括外地居民都能在特定的地理区

域中参与其中，共享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豪感，从而提

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3.2 实现多元文化需求，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实践的参与者主要由群体和个体两部分构成。群

体主要由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学校、社区等以民族工作为

主；而个体则涵盖了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企业的员工、专

家学者、学生、本地居民（包括常住流动人口），以及来自

外地的参会者、旅行者、探亲访友等人员。这样就形成了以

政府为中心，多元群体共同参与的实践主体结构。唯有不断

扩大实践参与者的多样性和广泛性，才能构建一个系统化、

功能融合的实践社区，才能整合实践参与者的内在观念和行

为逻辑，才能在持续的互动和融合中，按照预定的目标稳健

前进。

例如：通过“七进”的方式，甘肃成功地将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融入到了机关、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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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网络中。这不仅构建了一个线上线下相互联系、理论与

实践紧密结合的工作模式，也创造了一个满足各种实践主体

内在需求的行动环境。再如：甘肃省所组织的“百场万人”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讲，以及千万中华子孙“云”祭拜伏

羲的活动，都展现出了它们的文化实践行动的巨大魅力与深

远影响。近年来，甘肃省一直将敦煌作为核心标志，全力塑

造敦煌的中国文化品牌，持续推动敦煌等国家级的历史文化

名城的发展，并且专注于“东亚文化之都”敦煌的年度活动，

如《又见敦煌》《丝路花雨》《敦煌盛典》等敦煌主题的精

彩表演，进行“夜游莫高窟”和“夜游雅丹”的创新文创产品，

以满足群众对文化的不断提升的需求。

3.3 弘扬中华文化符号，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推动民族团结与发展的任务、传播华夏文化、展示

各民族卓越文化以及文化与旅游的整合等行为中，突出了甘

肃省的始祖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等民族的独特标

识。伏羲被视为中华文化的起源，黄河同时具备了中华民族

的共享的生态环境与心灵归属，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不屈

不挠、齐心协力，敦煌文化被誉为华夏文化的佼佼者，也是

丝绸之路文化的汇聚。在创建公众的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也

加强了不同种族群体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接纳。

例如：伏羲象征着中华人文的开创者，他被尊崇为“三

皇之首”和“百王之先”。与黄帝、炎帝、燧人和女娲等中

华人文的开创者一样，伏羲象征着对神话体系中各个民族起

源的融合，能够尽可能地超越血缘文化的差异，最后达到“个

体自传”向“集体成员”的转变。从先秦时期开始，伏羲的

祭祀活动逐渐演变为政府与民众的一种共享的神圣礼仪。因

此，甘肃需要坚守以伏羲为中心的文化传承，提升对先祖的

认同感，建立起共享的情感纽带，加强所有成员对“同源、

同祖、中华共祖”的理解，这是非常关键的。

再如：强化黄河这一代表中华民族母亲的象征性标志

的建设和凸显。黄河在悠久的历史背景下，渐渐转变为融合

了神秘与人类文化元素的普遍标志，它已经变成代表着中华

民族母亲河流以及民族联合的象征，它汇聚了华夏子孙的深

厚且持续的情感归属。甘肃位于黄河的九大河道中，其中包

括湟水、庄浪河、大夏河和洮河等主要的黄河支流。兰州市

则是中国唯一一个黄河贯通的省级行政中心，因此，要积极

创建百里黄河风光带和以黄河为中心的普乐方五色谷主题

乐园等文化和旅游项目，将“中华民族母亲”的抽象理念转

化成具体的生活元素，深深植根于每个少数民族的心中。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自改革开放以来，甘肃成为全国

首批有组织、有策略地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省份之一。

甘肃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始终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核心，并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这个平台，积累了大

量的成功经验和方法。通过整合本土的文化资源、满足多样

化的文化需求、推广中华文化标志等方式，甘肃不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了新时期甘肃民族地区民族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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