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访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何星亮教授

本刊记者

何星亮ꎬ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生ꎬ 广东梅州人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主

要从事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 民族与宗教问题、 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的研究ꎮ 出版学术专

著 «中华文明: 中国少数民族文明» (上下册ꎬ ２０１０ 年)、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的民族政策»
(２０１０ 年)、 «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 (２００３ 年)、 «中国图腾文化» (１９９２ 年)、 «中国自然神与

自然崇拜» (１９９２ 年)、 «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 满、 汉五件文书研

究» (１９９８ 年)、 «文化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方法» (２０１７ 年) 等 ３０ 多部ꎮ 在 «中国社会科学» «民族

研究» 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０ 多篇ꎮ 在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 １００ 多

篇ꎮ 从 １９８４ 年起ꎬ 撰写各类研究报告、 建议和信息 ２００ 多篇ꎮ 至 ２０２２ 年止ꎬ 获省部级以上优秀科

研成果奖 １０ 项、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奖 ５９ 项ꎮ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ꎬ 谋划和部署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ꎬ 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一重大决策部署ꎬ 并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

项工作的主线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之

一ꎬ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ꎬ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ꎮ 它是 “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在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提出来的”①ꎮ 这一重要理念 “指明了

党的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ꎬ 对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意义”②ꎮ
为什么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哪些理论和实践意义? 围绕

这些问题ꎬ 本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何星亮教授ꎮ

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 (采访者简称▲ꎬ 下同): 何教授ꎬ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念是当前民族学界广泛关注的重大研究课题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什么关系?
● (被采访者简称●ꎬ 下同): 谢谢您提的问题ꎮ 我认为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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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伟大复兴密切相关ꎮ 从民族复兴角度来看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基础ꎮ
第一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举行

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ꎮ 也

就是说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之一ꎮ 此外ꎬ 他还在会上提

出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 “１２ 个必须”ꎬ 其中第一个 “必须” 是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

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ꎬ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统筹谋划和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①ꎮ 由此可以说明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②ꎮ
第二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ꎮ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ꎬ 李大钊

和毛泽东等人就提出民族复兴问题ꎮ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李大钊在 «晨钟报» 创刊号上发表 « ‹晨
钟› 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ꎬ 文章指出ꎬ “今后之问题ꎬ 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ꎬ 乃旧民族复活

之问题”③ꎮ 他在 １９１６ 年 ９ 月的 «新青年» (２ 卷 １ 号) 杂志上发表 «青春» 一文ꎬ 提出 “吾族今后之

能否立足于世界ꎬ 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ꎬ 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ꎬ 并强调中国 “民族之问题ꎬ
非苟生残存之问题ꎬ 乃复活更生、 回春再造之问题也”④ꎮ 他在 １９１７ 年 ２ 月发表的 «新中华民族主

义» 中再次呼吁中华青少年为 “中华再生”、 中华民族 “更生再造”⑤ 而奋斗ꎮ 同年 ４ 月发表的

«大亚细亚主义» 提出ꎬ “言大亚细亚主义者ꎬ 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ꎬ 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

键”⑥ꎮ 可以说ꎬ 李大钊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最早系统阐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的先驱者ꎮ
毛泽东于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４ 日发表的 «民众的大联合 (三) » 一文中首次使用 “中华民族” 一词ꎬ

该文约 ２５００ 字ꎬ “中华民族” 出现 ７ 次ꎮ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 压迫愈深ꎬ 反动愈大ꎬ
蓄之既久ꎬ 其发必速ꎮ” 他预言: “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ꎬ 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ꎬ 中华民族的社会ꎬ
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ꎮ”⑦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 “我
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ꎬ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ꎬ 有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能力ꎮ”⑧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ꎬ 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

出: 中华民族 “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ꎬ 只是在近代落伍了”ꎻ 新中国成立后ꎬ “我
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ꎬ 我们已经站起来了”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

想ꎬ 这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ꎬ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复兴之路» 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ꎮ 他说: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ꎬ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ꎬ 这个梦 “一定能实现”ꎮ 此后ꎬ 他在一系列重

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国梦的定义、 基本内涵、 奋斗目标和实现路径ꎬ 逐步使中国梦成为一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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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思想ꎮ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战略思想作出过系统阐释ꎮ 他指出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ꎬ 就是要实现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①ꎮ 从国家层面看ꎬ 中国梦就是强国梦ꎮ 中

国要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ꎬ 赢得世界认同ꎬ 并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力量ꎮ 从民族层面看ꎬ
中国梦就是民族复兴梦ꎮ 中华民族要对人类发展作出更大、 更多、 更重要的贡献ꎮ 从人民层面看ꎬ 中

国梦就是每个中国人的梦ꎮ 中国梦是中国的ꎬ 也是世界的ꎮ 中国梦与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梦想相一

致ꎬ 是开放、 包容、 共享的梦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中国梦的国际表达ꎮ
第三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的历史性飞跃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意味着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ꎬ 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②ꎮ 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中华民族才能在新时代强起来ꎮ

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

▲: 近年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什么关系?
●: 从共同体建设角度来看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ꎮ
第一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必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ꎬ 加强民族交融ꎬ 把中华民族打

造成结构紧密、 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ꎬ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ꎮ”③ 之所以要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ꎬ 就是从加强作为主体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内部结构建设ꎬ 把差异性强、 共同性弱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打造成共同性多、 凝聚力强的有机统一体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④ꎮ 也就是把中

华民族共同体打造成 “像石榴籽一样” 不可分的有机整体ꎮ 石榴籽交融一体的特性不仅象征新时代

的民族团结ꎬ 同时也象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ꎮ 各民族交融一体既是历史现象ꎬ 也是新时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ꎮ
第二ꎬ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ꎬ 国内外错误思潮冲击了部分人的意识ꎬ 影响中国各民族的团

结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ꎮ 如果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结构松散ꎬ 认同率低ꎬ 凝聚力弱ꎬ 离心力强ꎬ 差

异性不断扩大ꎬ 各民族的特殊性不断增强ꎬ 思想不统一ꎬ 信念不一致ꎬ 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能

团结ꎬ 社会不可能稳定ꎬ 各民族不可能同心协力战胜各种挑战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

就没有保障ꎮ
第三ꎬ 中华民族的性质是 “国族”ꎮ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ꎬ “中华民族” 是中国的国族ꎻ 从国民的

角度来看ꎬ “中华民族” 就是 “中国人”ꎮ “国族” 强调的是政治统一性、 地域一体性和制度一体性ꎮ
中华民族与法兰西民族、 德意志民族、 意大利民族等国族一样ꎬ 是典型的 “国族”ꎮ 国族化过程是

政治一体化、 制度一体化和观念一体化的过程ꎮ 虽然中华民族这一名称是近代出现的ꎬ 但作为自在

的国族实体ꎬ 从秦汉之后便已形成ꎮ 因为自秦汉以来ꎬ 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相同的政治制度、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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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职官制度、 人才选拔制度和交通管理制度等ꎬ 使用共同的度量衡和语言文字ꎮ 各民族在分布

上交错杂居ꎬ 经济上相互依存ꎬ 文化上兼收并蓄ꎬ 情感上相互亲近ꎬ 形成了共同的国家意识和民族

意识ꎮ
当代的 “中华民族” 概念ꎬ 不仅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ꎬ 也是与当代国家、 民族、 地域、 历

史和文化紧密相连的 “中国” 的代称ꎬ 同时也是民族精神、 民族智慧、 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的象

征ꎮ 例如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的 “中华民族”ꎬ 以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的 “中华民族”ꎬ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ꎮ

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保障

▲: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ꎮ 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维护国家统一、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有什么关系?
●: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保障ꎮ
第一ꎬ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 年下发的 «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 指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①ꎮ
第二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新疆和西藏等地一度受国外反华势力和 “三股势力” (暴力恐怖势

力、 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 的影响ꎬ 民族问题逐步升级ꎬ 分裂思潮兴起ꎬ 恐怖势力抬头ꎮ
尤其是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后ꎬ 国外一些政治家和学者预测ꎬ 中国也将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ꎮ “三
股势力” 大规模渗入部分边疆民族地区ꎬ 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猖獗ꎬ 严重影响我国的统

一和社会稳定ꎮ
第三ꎬ ２００８ 年拉萨 “３１４” 事件和 ２００９ 年乌鲁木齐 “７５” 事件发生之后ꎬ 中央开始高度关

注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问题ꎬ 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ꎮ
例如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举行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ꎬ 把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 作为新疆工作的总目标②ꎮ 再如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

强调: “处理好民族问题、 做好民族工作ꎬ 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ꎬ 是关系民族团结和

社会稳定的大事ꎬ 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ꎮ”③

由此可见ꎬ 维护国家安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之一ꎬ 也是国家统一和长治久

安的保障ꎮ

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

▲: “中国式现代化”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重要理念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关系?

●: 从现代化角度来看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ꎮ
第一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ꎬ 也就是各民族共同富裕的

３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ꎬ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ꎮ

参见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ꎮ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ꎮ



现代化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各民族共同富裕问题ꎮ 他指出ꎬ 必须 “支持各民

族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ꎬ 实现 “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ꎬ 必须找准 “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ꎬ
推动 “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①ꎮ 此外ꎬ 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ꎬ 一个民族也不能少ꎮ”② 如果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各民族就不可能相互支持、 相

互帮助ꎬ 边疆民族地区将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ꎬ 各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就难以实现ꎮ
第二ꎬ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ꎮ “人的现代化” 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特

征之一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③ꎮ 富裕与贫困的差异与人的观念是分

不开的ꎮ 落后的观念与现代化建设成负相关ꎮ 落后的生产和消费观念越强ꎬ 越迷信越愚昧ꎬ 经济发

展速度就越慢ꎻ 商品意识、 竞争意识、 勤奋意识、 成就动机 (事业心) 越强ꎬ 经济发展就越快ꎮ
民族地区现代化水平与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相比较为落后ꎬ 与民族地区 “人的现代化” 水平有

关ꎬ 与人的观念落后有关ꎮ 由于历史的原因ꎬ 部分民族地区的观念较为落后ꎮ 一是商品意识差ꎮ 这

是由于部分地区历史上封闭、 单一的自然经济、 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商品经济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特别

是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ꎬ 西部地区的一些民族传统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ꎬ 有了初步

的商品意识ꎬ 但与发达地区比较起来ꎬ 仍有较大的差距ꎮ 二是竞争意识差ꎮ 有些民族与世无争、 有

乐且乐、 知足常乐意识较强ꎮ 三是依赖意识强ꎮ 依赖自然、 靠天吃饭的意识仍然较强ꎬ 并且依赖政

府和 “等、 靠、 要” 意识仍在部分民族中存在ꎮ 四是积累和再生产意识差ꎮ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 “今
朝有酒今朝醉” 的观念仍较浓厚ꎬ 未形成较强的积累和再生产意识ꎮ 五是成就动机意识较弱ꎬ 人生

目标低ꎬ 没有长远的发展规划ꎮ
由于各民族 “人的现代化” 水平差别较大ꎬ 造成不同的民族在同一个区、 同一个乡村ꎬ 土地一

样ꎬ 政策一样ꎬ 但不同民族家庭的经济收入差距很大ꎬ 贫富差别也很大ꎮ 如果不改变落后的生产和

消费观念ꎬ 不提升竞争意识和成就动机ꎬ 民族地区现代化将遥遥无期ꎮ
人的现代化ꎬ 主要是观念和科学知识的现代化ꎮ 因此ꎬ 必须在进行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同

时ꎬ 通过各种方式革新人的观念ꎬ 丰富科学知识ꎬ 使之逐步成为现代的人ꎮ 只有观念现代化、 知识

科学化、 教育普及化ꎬ 全国各民族才有可能共同富裕ꎬ 共同走向现代化ꎮ

五、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

▲: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省安阳市时首次提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这一概

念ꎮ 近两年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什么关系?
●: 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看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ꎮ
第一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统一性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ꎮ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ꎬ 形成了多元一体、 团结集中的统一

性ꎮ”④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ꎬ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

牢固凝聚ꎬ 决定了国土不可分、 国家不可乱、 民族不可散、 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ꎬ 决定了国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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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ꎬ 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ꎮ”①

从历史上看ꎬ 任何一个多民族的主权国家都在不断增强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同一性或共同性ꎬ 不

断推动一体化进程ꎮ 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体化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ꎬ 有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

稳定ꎮ 倘若没有共同的思想和文化ꎬ 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ꎬ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就没有保障ꎮ
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ꎬ 只有政治上的统一ꎬ 没有思想上的统一ꎬ 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ꎬ 更

不可能长治久安ꎮ 例如ꎬ 秦王朝统一全国仅 １５ 年便被推翻ꎬ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虽然在政治上实现了

统一ꎬ 但在思想上没有实现统一ꎮ 汉王朝吸取秦王朝的教训ꎬ 采取一系列的改进措施ꎬ 其中之一是

统一思想ꎮ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ꎬ 独尊儒术” 的建议ꎬ 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正统思想ꎬ
并成为 ２０００ 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ꎮ

自秦汉以来ꎬ “大一统” 意识始终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ꎬ 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ꎬ
均以 “大一统” 作为理想和奋斗目标ꎮ 我国之所以能够数千年来保持国家统一ꎬ 中华文明能够延续

５０００ 多年而不中断ꎬ 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一统理念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 “大一统” 理念是古代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意识之一ꎬ 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 “大一统” 既是汉民族的理念ꎬ 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的共同的理念ꎮ 数千年来ꎬ

“大一统” 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ꎬ 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ꎮ 各民族政治精英

都认识到ꎬ 只有追求大一统的王朝才有可能获得各族人民最广泛的认同ꎮ 国家统一则各族共享太平ꎬ
安居乐业ꎻ 山河破碎则生灵涂炭ꎬ 民不聊生ꎮ 在 “大一统” 理念的驱使下ꎬ 历代各族统治者都以大

一统国家为常态ꎬ 以国家分治或分裂为非常态ꎮ 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人建立的王朝抑或少数民族建

立的王朝ꎬ 均以建立或维护大一统的中国为主要目标ꎬ 皆以一统 “天下” 为己任ꎬ 在分治中谋求统

一九州ꎬ 在统一中谋求长治久安ꎮ
第二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ꎮ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

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ꎬ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ꎮ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

续性来认识中国ꎬ 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ꎬ 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ꎬ 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ꎮ”②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密不可分ꎮ 历史上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导

致中华民族形成交融一体的不可分的有机整体ꎬ 才有可能使中华文明延续不断、 代代相传ꎮ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数千年来ꎬ 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ꎮ”③ “一部中国

史ꎬ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④ꎮ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建设ꎬ “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 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

大趋势”⑤ꎮ 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才能延续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趋势ꎬ 才能保障在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ꎬ 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ꎮ
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来看ꎬ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弱到强不断向前发展的ꎮ 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越强ꎬ 精神力量也就越大ꎬ 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力量也就越大ꎬ 民族也就越团结ꎬ 共同

奋斗的力量也就越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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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有利于使传统文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可

以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比历史上的文明具有更强的 “统一性” 和 “连续性”ꎮ 因此ꎬ 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条件ꎮ
▲: 您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那么ꎬ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ꎮ 这一理念具有很强

的政治性、 思想性、 理论性和指导性ꎬ 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决策部署ꎬ 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领域风险挑战作出的动

员部署ꎬ 是准确把握严峻复杂国际形势作出的战略举措ꎮ 民族工作干部和民族学科研人员必须完整

准确理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ꎬ 深刻理解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的重大要求ꎻ 深刻理解 “立足中华民族

悠久历史ꎬ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的重大要求ꎻ 深刻理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ꎬ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 的重大要求ꎻ 深刻理

解 “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ꎬ 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重大要求ꎻ 深刻理解 “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ꎬ 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① 的重大要求ꎮ 以 “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创新民族工作和科研工作思路ꎬ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制订或修

改相关法规和条例ꎬ 使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理念ꎬ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ꎬ 增强 “五个认同”ꎬ 树立 “五观” 意识ꎮ
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来看ꎬ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不断互动、 不断融合的发展史ꎮ 历史事实表

明ꎬ 数千年来ꎬ “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 频繁互动ꎮ 特别是自秦代以来ꎬ 既有汉民屯边ꎬ
又有边民内迁ꎬ 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ꎬ 各民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ꎬ 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②ꎮ
“一部中国史ꎬ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③ꎮ 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ꎬ 必须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ꎮ “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ꎮ” “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 从

传统走向现代、 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④ꎮ 也就是说ꎬ 各民族交融一体既是中华民族历史

上形成发展的规律ꎬ 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规律ꎮ 如果不遵循历史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

论逻辑ꎬ 逆向而行ꎬ 必将严重影响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ꎮ
从历史上看ꎬ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弱到强不断向前发展的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强ꎬ 精

神力量也就越大ꎬ 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力量也就越大ꎬ 民族也就越团结ꎬ 共同奋斗的力量也

就越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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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策部署ꎬ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ꎬ 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打造成交融一体的有机整体ꎬ 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ꎬ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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