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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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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全面小康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支持。也是保障各族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行动指南，映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加强文化自信是增强中华儿女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方式，文化自信是通往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思想桥梁、文化自信是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之力。立足新时

代，要通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引领各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坚持

以文化的交流与创新，掌握党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三个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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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发

展的最好时期，就更需要各族同胞团结一致，凝聚力

量，决胜 2020 实现全面小康。在 2019 年召开的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要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

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

好未来。”［1］同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决定》指

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

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历史发展证明，强化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夯实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共建、共创、共
享的思想基础，是推进“中国之治”和早日实现中国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步骤。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延续

存在的根基，其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持久力量和深厚的文化支撑。立足新时代，坚定文化

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之源。
一、文化自信的基本蕴意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党对我国的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13 个显著优势做了全方位的总概

括。并指出，“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

基本依据。”［2］这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文化自信更是被习近

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更强调指明“文

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就是对党领导各族人民在伟

大斗争中创造的革命文化的自信; 也是对指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突出成就的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自信。
(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文化自信之根

“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历经几千年、千百代人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

智慧结晶; 是构成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的文化基因; 是

中华文化延续和发展的精神之源。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儒学为主、佛学、道学为辅，法家、阴阳家、墨家等

百家争鸣，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百花齐放，共同

铸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道丰碑。在历史上，无数的

文人骚客在不同的方面对中华文化添砖加瓦，积土为

山，汇流城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理

念、智慧、气度，无不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坚定内心

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尤其是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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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为当代中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带来新思路，为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启迪时，让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今天我们正在

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迸发出蓬勃的

生机，最大的底气就是来源于在五千年中从未中断的

优秀传统文化自信。
( 二) 革命文化赋予文化自信之魂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促使中国的革

命焕然新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此站了起来，重

新恢复了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革命文化是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来彰显中国共产党和国

家在理论和信仰上的坚定信念。革命文化承载了中

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对国家、民族的美好愿景，它

里面熔铸了无数先辈们的热血，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

的力量。在风雨如晦、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中国

共产党人在革命不同阶段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等不惧牺牲、敢为人先红色精神。2020
年是决胜小康的收官之年，以红色精神为灵魂的革命

文化，已经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实现伟大

梦想的强大精神动力。
( 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文化自信之基

文化自信的实践源泉和现实基础就是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

践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塑造了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历史表明，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文化也一定是大

发展大繁荣时期。在改革开放40 年的伟大实践中，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中国就此迎来广泛而

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

着人类历史上的宏伟创新，进而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

展提供机遇，提供不竭的动力、思路。70 年的波澜壮

阔，40 年的沧桑巨变，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取得巨大的

进步，都表明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越性和实力。
在这个时代，在中国取得“两大奇迹”的背景下，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有充足的底气、信心坚定文化自信。
二、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性分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时代

问题、指导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的引领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

族一直以来的价值追求，是在伟大实践中实现伟大梦

想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的前提是对

各族人民强化五个认同。其中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更是休戚相关，习近平主席确指出:“加

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

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4］从我国 70 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巨大成

就来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加强全

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加强中华文化的认

同根本在于文化自信。深入研究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关键，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 一) 文化自信通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软实力

的竞争日益凸显，其中文化思想作为一个国家的灵

魂。“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如果不珍惜本国的

文化，丢掉了自己文化这个灵魂，毋庸置疑，这个国

家、这个民族就无法屹立于世界之林。”［5］中华文化

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体现

在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其二又强调对各民族的文化

认同。各民族的文化独具特色，在历史的不断融合过

程一起创造和发展了积厚流光的中华文化。在这样

的文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愈发稳固。
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基础就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

是对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历史的认同。坚定文化自

信，增强文化认同，是实现各族同胞对中华民族认同

的根基，是提高和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本

源。文化认同意识通向民族认同意识。中华文化根

茎繁茂、蓬勃向上，中华民族互不分离，二者之间牵丝

扳藤的关系让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通往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和必要环节。
( 二) 文化自信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一个文明古国，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经历

几千年的沧海桑田，经历几千年的岁月洗礼，各族人

民仍旧团结与共，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

园———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华民族自信心的集中体现，是牢铸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树立文化自信就是建

立中华民族精神的前提和基础。自 1840 年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饱受外国的压迫，多次对外的抗战失败，导

致本国“志士”开始对本国文化不自信，提倡学习西

方的文化。但事实证明，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放

弃传统文化，不能全盘否定。新时代以来，共产党根

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适时提出要树立文化自

信，寻求中国文化与新时代的“完美”接轨。不可否

认，假若没有强盛的综合国力，没有时刻团结的各族

同胞们，就不会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但任何事情都是

双向的，只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就能够团结全国各

族同胞，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能够实现祖国

的繁荣富强，实现伟大梦想。
( 三) 文化自信的力量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文化的自信推动民族同胞的团结，文化自信

的力量巩固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是由各族同胞

携手共创，是独属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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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精神结晶，其中蕴含着巨大的

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

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是一蹴即至的，它是经

过上千年岁月的积累沉淀，形成了“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格局。中华文化

具有强大的“胶合剂”功能，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

三个阶段里不断的把各族成员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中

华民族共同体。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充分的认识和有

效发挥中华文化的力量，就能够推动和促成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巩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提供强大的安全屏障。文化自信是指对中华民族文化

的高度自信，明白中华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至今

的不竭精神动力。同时也是正是因为文化自信，各族

的文化才能代代相传，中华文化才会生生不已。
三、坚持文化自信: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路径选择

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

是一劳永逸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工作应

该主动出击，严守阵地。不要等到阵地失去后，再花

费力气去夺回。尤其是 2020 年的中国处在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期，以及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开篇期，我们更要坚定文化自信，牢铸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构筑强大的中国力量，最终实现伟大“中国

梦”。因此，在百年目标交汇期，对各族同胞熔铸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文化自信这一前提，从

中汲取智慧。
( 一)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6］

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方向由本国的意识形态决定。
而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意识形态活的灵魂，因此，坚持

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首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历史和事实

都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我国

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取得成功的根本

法宝，也是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生命线。
其次，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

泉”，也是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
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先进文化。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中

国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在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文化，与时俱

进，让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 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文化是在 56 个民族的不断融合发展的背景

下，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发展至今。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既是各族人民的融合史，也是各族人民推动、促进中

华民族融合的过程。56 个不同民族在历史上的融合

是有共性的，即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实

质，是不同民族之间和谐共处的“信任桥梁”。在新

时代，搭建全国各族同胞的“信任桥梁”即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不仅

仅反映出新时期全国各族同胞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

愿景，还体现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族同胞的

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熔铸于生活的点点滴

滴，让各族同胞们在“润物细无声”中潜移默化，让各

族同胞们为了同一个美好愿景结合起来，凝聚成为一

个坚强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

休戚相关的。前者为意识共同体提供了实现的方法

和路径，后者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来源。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让全国各族同胞们内化于心，自觉形成一个

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三) 创新文化话语权的实现方式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比任何时

候都更要创新”。现在所提倡的文化自信，就是需要

向全国各族同胞们积极宣传中国文化。一方面，在宣

传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创新，要在在任何时候都要

注重宣传工作的话语表述。语言是传递感情的工具，

多用各族同胞们耳熟能详的语言，往往事半功倍，以

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要时刻牢记文化是为人民服

务的，既要“阳春白雪”，又要“下里巴人”。要将政治

化的文化转变成平民化。另一方面，文化作为宣传意

识、思想的载体，更要充分利用好各种媒介传媒，积极

拓展文化自信的宣传途径。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博
客等新媒体强化文化自信的宣传效果，以早日促进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把通过包装得富有时代

感的文化自信话语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

力求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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