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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持进行了一段时间，双方都不愿让步。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强迫西藏政府认可这个男

孩为班禅喇嘛，并允许他回扎什伦布寺。但让他们应允也不是一件易事，因为西藏代表斩钉截铁

地宣称，他们没有认可喇嘛的权利，更不要说认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了，那是达赖喇嘛的特权。

中方代表团则坚持，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判就进行不下去。这时，阿沛向身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发

了一封电报。达赖喇嘛回电说，他承认这个男孩就是十世班禅喇嘛。此后，其他的问题也通过使

用模棱两可的语言，而不直接列出两位喇嘛各自的管辖权而解决了。…… 

   ——梅• 戈尔斯坦、道帷喜饶、威廉• 司本石初著，黄潇潇译《一位藏族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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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 

怎样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1
 

 

沈桂萍2 

 

在 2014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巩固国家统一，社会和谐、民族团结意

义重大。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结构、功能是什么，不同人有不同解读，有些认识还比较模糊

甚至有偏差。因此，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和功能，使之正确地、有效地发挥凝聚人心、振兴

中华民族的作用很有必要。 

 

一、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诸种误读 

     

    由于种种复杂因素，人们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还存在诸多歧义，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把中华民族等同于炎黄子孙，这种简单等同客观上把不认同炎黄子孙的少数民族排除

在中华民族之外。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些部门为了与广大港台同胞和海外华人联络感情，加强他

们对祖国的认同，努力构建“大中华”的概念，一些提法如“华夏子孙”、“炎黄子孙”、“龙的传

人”在政府活动和宣传媒体上逐渐活跃起来， 当把“炎黄子孙”扩大到等同于“中华民族”时，

一些少数民族本能地对“中华民族认同”产生抵触。因为有些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认为历史上的

“炎黄”只是中原汉人的祖先，自己不是“龙的传人”，在他们看来，炎黄子孙、华夏民族和龙

的传人都是指的汉族。 

    第二，以保持和传承中华文化为标准，把中华民族的范围从中国境内扩展到海外华人，这就

无形中把加入美国、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的华人纳入中华民族范畴，以至于当我们倡导“全体中华

儿女团结起来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西方国家高度警觉甚至抵制，似乎中国人要在世界

范围搞大民族主义。 

    第三，将中华民族概念虚化。为避免出现上述尴尬，有人将中华民族内涵模糊化，根据具体

语境选择性地使用这一提法，或者直接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等同于中华文化认同。过去，我国

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叙述有些语焉不详，改革开放前 30 年国家治

                                                        
1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5 年 3 月 27 日。 
2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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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用“阶级共同体”建构替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改革开放后“阶级共同体认同”瓦解。1989

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中华民族作为整合各民族认同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

学者认同，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中中华民族认同也开始得到提倡，但“中华民族是什么”一直不

甚清晰，在许多学者看来，由于这个概念原意指汉族，中华民族认同隐含着某种汉化，我国意识

形态话语中的中华民族认同也显示出某种动摇不定、甚至底气不足的情形。由于这种模糊化，目

前在社会上开展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显示出内容上单薄，形式上简单，甚至给

人感觉过于空洞化、口号化、形式化，难以深入人心。 

第四，主张废除中华民族概念，以公民共同体认同替代中华民族认同。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者

不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或者不认同中华民族国族化。认为，中华民族是政治共同体

不是文化共同体，不具有民族学的意义，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是虚拟的，不是实体，因而不是民

族理论关注的视野。有学者认为如果把这种政治性的术语引入到民族学或民族理论中，会引起话

语体系的混乱，比如，有学者认为，由于“民族”一词已被约定俗成理解为生物性和文化性的人

们共同体，用“中华民族”涵盖公民共同体涵义存在太多困难，所以应放弃使用“中华民族”一

词，改为用“中华人民”指称公民共同体。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原意就是汉族，中华民族国

族化实际上就是汉化，因而，在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中引入中华民族认同，实践层面很容易导致民

族政策有用多数民族意志同化少数民族的嫌疑；还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建构已经过时，民族国

家的替代物只能从摆脱“民族”的“公民”切入，这就是废除“中华民族”概念，建设公民国家，

用公民国家替代民族国家，用公民认同替代中华民族认同。 

 

二、 怎样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两层涵义：作为人的共同体和作为文化的共同体。 

    第一，中华民族是全体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共同体。 

    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和未识别民族成分的拥有中国国籍的全体中国公民，不仅

包括 56 个民族，还包括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确认的未识别民族成分人口 65 万，以及 1000 多

名加入中国籍的外裔中国人，不仅包括大陆范围的中国公民，也包括港澳台、侨居国外的中国人，

因而中华民族应该是包括今天 56 个民族在内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及其海外华侨的统

称。这里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中华民族不包括原来拥有中国国籍，现在加入其他国籍的华人，

这些人有的生活在国外，有的可能生活、工作在中国境内，虽然他们心向祖国，但已经不拥有中

国国籍，他们在公民意义上不属于中华民族成员。与此同时，过去是外国籍的白种人、黑种人等

只要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国公民，就是中华民族成员。 

    作为公民共同体，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首先是构建中国公民共同体认同，无论是汉族、

少数民族还是外裔中国人，无论是在大陆、港澳台还是在国外，只要拥有中国国籍，都平等地享

有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履行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首先是全体

中国人享有中国公民权利、履行中国公民义务的认同。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华文明是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各民族都对中华文明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贡献是错误的，把少数民族文化

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缺乏认同，也是错误的。中华文化应该包括三部分：第

一，从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凝练出的价值共识，这是中华文化内核，在当代表现为团结统一、尊重

差异、包容多样等，其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中华

民族精神在当代凝练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引领、统摄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

第二，文化载体——汉语作为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已经客观上成为连接全体中华民族成员的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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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第三，丰富多彩的地域和表层文化形式交融与共享，诸如各地区、各民族节庆、婚俗、礼仪

文化习俗等交融与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结构上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 

    无论是作为人的共同体还是作为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习总书记指出，

“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

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仅从 56 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看，中华民族是 56 个民族的“多元一体”。56 个民族在文化和

社会结构上发育程度不一，既有文化共同体的族群比如回族、满族等，也有拥有传统聚居地、文

化结构相对完整、甚至有某种自治历史的少数民族诸如藏、维吾尔等。作为人的共同体，中华民

族的“多元”指中华民族的起源和民族多元，“一体”指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

及其先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多元”表现在各民族各地

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一体”表现在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历史发展中逐步交融、整合形成

中华文化共性。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体，也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融的共

同体，将 56 个民族个体或文化内容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抽离，中华民族概念只能是空洞的政治

口号，不具有凝聚力。 

 

三、如何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与中华民族的公民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内涵相对应，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任务是

以公民身份认同为核心，以共有历史文化为精神支撑或文化纽带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

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培育全体社会成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里

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共同”：56 个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共同建设

了伟大祖国，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反抗侵略和分裂势力，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属性。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在共同抵御外辱、争取民族

独立和解放，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日益形成并深化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将自在的中

华民族发展成自觉的中华民族。当代，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

要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前提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社会结构和

社区环境，通过扩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第二，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目的，是在不同社会成

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一体遵循的价

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文化和心理基础。建构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历史文

化记忆、共享现实文化形式，属于文化意义上的整合，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单纯以宪法认

同为核心建构公民国家认同，即使建国历史时间很短的美国，也不否认基督教文化底色的价值观

对多元文化的引领作用，加拿大社会整体的松散性与各移民族群之间缺乏共享历史文化记忆有

关，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加拿大的社会联合或社会统一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虚假性和脆弱性。对

应当下中国国家文化身份构建，中华民族概念不是存废问题，而是如何充实内容，使之更好地发

挥联接全体社会成员的文化和情感纽带作用。 

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在推动各地区、各民族

文化交融共享中凝练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和归属意识。这里，作为文化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普适性，普世文化需要建构，各民族和地区的多元文化形式需要尊重，各民族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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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要扬弃，如此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就会在各民族之间，架起相互学习、沟通、理

解的桥梁，构筑起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核心是培育 56 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意识。如何使各民族传

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已经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也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现实问题。这种“新文化”建设应该包括各民族人士对中华民族

共有文化建设的参与、共享，应该在各个层面对全体社会成员灌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多元文化

理念，这是对中国社会民族结构多元性的回应。目前我国的文化建设还缺乏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

重视，比如，有学者认为，奥运会主赛馆的设计，如果不是启用备受争议的鸟巢外形而是蒙古包，

对各族牧民也一定会有莫大的亲切感和向心力作用；奥运开幕式以重金邀请国外艺术家演唱，也

是令人不解的做法，如果启用维族、藏族的歌手代替他们，国内和国际效应都会更好；其他公共

平台上，忽略多元文化元素的情形也比比皆是。 

所以，培育全体社会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绝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式宣传能够解决的，

而应渗透在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 

 

【报刊文章】 

不必将民族主义贴上负面标签 

《环球时报》2015年 4月 28日第 15版 

 

马戎 

 

17 世纪，西欧在启蒙运动推动下出现了以共和政体新型民族国家代替传统世袭王朝国家的

社会运动，这一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旗帜就是民族主义。安东尼·史密斯指出，此时的民族主义

运动就是努力在社会民众中创建“民族”意识，其主要特征是拥有一块传统居住地域，成员们组

成“具有单一政治意愿的法律与制度的共同体”，共同体所有成员以“公民权”享有完全平等的

各项权利与义务，共同拥护共和政治体制。“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发动具有以上共识的共

同体成员推翻原有的封建王权，建立“民族国家”。这样的民族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疑

是具有进步性的社会运动。 

西欧国家完成政体转型后，随着社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很快投入对世界其他地

区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征服。在这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阶段，“民族主义”在不同

国家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在帝国主义国家，当政的资产阶级集团利用“民族主义”来煽动本

国民众参与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主义是各国资产阶级用来分化

国际工人运动的武器”，提出“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观点和口号具有

十分明确的历史针对性。而在那些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亚非拉国家，当地民众反对帝国主

义、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被动的、防御性和值得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民众予以同情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国家在输入欧洲“民族”理念而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反侵略斗

争将挖掉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基石，它的积极意义之一就是将会导致“欧洲大陆的政治革

命”。 

从以上观点来看，那种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必然要和周边的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利益和文化的

冲突”，因此民族主义是“一件不再合身的西服”的观点是存在片面性的。把帝国主义动员本国

民众参加殖民侵略战争的“民族主义”宣传和被侵略国家动员本国民众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