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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共同体构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处理民族问题、思考民族发展路径的重要依据。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其内在蕴含的现实性、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的发展等思想为推动民族事业提供基本原则、

方法指导和未来走向。归纳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维度为考察民族共同体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历史唯物

主义为其发展路径提供了方法保障，人的发展对其未来走向提出解决之道。从马克思主义探索民族共同体的

构建方式及其创新，旨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理论支撑、现实支撑和未来支撑，以此达到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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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中华民族的发展

离不开各民族的统一和团结，实现“共同繁荣发

展”的美好生活应该通过培育共同体意识、考察共

同体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机遇、营造各族人民

更加公平的社会氛围。当然，从整个民族的长远

发展而言，无论是培育共同体意识、思考民族发展

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还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的伟大目标，都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共同

体构建所产生的现实影响。马克思主义对考察民

族之间的交往形式、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

态度、民族发展的理论旨归、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现实关联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民族是建立在现实性维度的

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

民族是基于交往关系普遍化条件下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其中交往关系构成了民族的现实基

础。正如马克思所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

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

展程度。”[2]520这表明，民族从来不是悬置于现实之

上的空洞词汇，而是活生生的一部关于多民族兼

收并蓄、多元交互发展的历史。民族的本质是社

会交往，这种社会交往本身既是一种共同体形成

的核心要素，也是构成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

动力。因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

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通过交往形式

的不断加深，民族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打破，民族之

间的融合呈现一体化趋势，与此而来的是，人们意

识的转变和现实认同感的增强。

（一）民族的现实性维度规定了共同体的理论

高度

一般而言，共同体是以人们共同遵守的心理

认同为基础、以凝聚各民族团结意识为目的而建

立起来的一套价值理念。对于民族而言，重要的

是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是人们长期历史实践的结

果，是伴随着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内在交往而发

展起来的，反映了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

往和追求。在表达方式上，各民族中的“民族”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民族”容易出现混淆，这两

个“民族”在具体指代上有所不同，一种是强调民

族的独特性，一种是强调民族的普遍性。从共同

体发展的未来走向来看，走向具有普遍意义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是大势所趋。在新时代背景下，培

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不仅着眼于地区之间

的交流、发展和融合，更要着眼于增强对伟大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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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⑩这“五个认同”是基于各民族的

民族认同基础之上培育起来的，它深刻影响着本

民族的利益和各民族的团结繁荣，彰显出中华民

族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成为新形势下治国

理政新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共同体

所体现出来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不仅为开创民

族伟大复兴事业提供新的理论引领，更能够给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问题的结合提供新的思

想资源。

共同体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但是随

着它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不断扩大，民族形成和发

展的前提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成为一个亟需正

视的问题。因为民族从其开始，它作为一种既定

社会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的

基础一定是现实的，“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

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

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中还是在外部

世界中进行，这种生活更多的是观念的生活还是

现实的生活。”[4]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的基础建立

在现实性维度上，它是考察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之一。对于这一问题的确认将直接关系到培育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它能够消除人们对于民族

主观主义化的误解，为建立科学的民族观创造理

论前提。因为，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现

实的交往，这个交往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

考察各族人民应该如何相处，如何在现代化建设

的同时兼顾各民族的不同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实施全面改革开放的政策，将工作重点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历史叙事由以前的社会革命

与民族解放逐渐被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等话语

所代替，其主要依据就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现实

性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对现实性这一

基本原则的强调，民族共同体不是悬而未决的东

西，成为植根于人们社会生活之中的普遍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构成了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

根基。

（二）民族的发展趋势为思考共同体提供世界

性视野

伴随着现实的历史演进，民族的发展逐渐出

现两大趋势，一是民族从区域的、分散的走向国家

的、国际之间的共同体。二是民族从内部之间的

相互交往走向更大范围的世界性交往。这也印证

了随着生产力和交往水平的提高，世界性视野成

为考察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尺度。正如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

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

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

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540-541这两大趋

势所产生的现实影响是，它一方面证实了马克思

主义对民族发展趋势的预测，另一方面符合民族

历史的发展趋势，因为将民族问题纳入到共同体

视域和世界历史的洪流中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

突出民族问题的现实性和世界性，为思考共同体

意识提供更加宏观的维度和牢固的社会根基。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分析民

族问题，认为随着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产生的

结果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

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

方从属于西方”[5]32。这里，资本主义框架下形成的

民族共同体是虚假的共同体。比如，美国借以“逆

全球化”的行径试图打破世界贸易体系的规则，以

便更好地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这种做法是损人

不利己的行为，因为逆全球化的本质是违背历史

发展规律，营造一种虚假的利益共同体，以此为自

己谋取私利的不恰当行为。在 21世纪的今天，构

成世界历史成立的条件至今没有变，全球一体化

的趋势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民族问题的世界性、

复杂性和广泛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真正的民

族共同体应该是世界历史视域下的、以实现各民

族平等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共同

体。因此，民族共同体不是以资本增殖和外在扩

张为本质，其基本特质是树立平等的交往观和发

展观。同时，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要遵循世界历史

发展的规律，其中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起决定性

作用。“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

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

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520但

是，分散的个体走向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

的重要性因此而消解。相反，对于马克思主义者

而言，正确的态度是“必须正视民族主义的政治事

实，并确定他们对民族主义具体表现的态度，自马

克思以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它不是一个

理论原则的问题，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作出

的实际判断”[6]。因此，越来越凸显的世界整体化

的发展状况和趋势，与处于其中的个人和民族国

①参见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8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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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共同体的发展状况和趋势间的关系，必将对

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方式和路径产生越来越具有

决定意义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仅仅保持国

内的民族关系稳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正确处

理国内民族关系与世界民族关系、民族认同与国

家认同的关系以及个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

“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就必须冷

静审视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7]以马克思的

现实性原则作为参考系来考察各个民族国家的发

展，在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中思考民族共同体的构

建和发展战略等问题，无疑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世

界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观。这种

历史观主要立足于历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

现在处于什么趋势等问题的解答，注重中华民族

与世界各民族的联系与交往，为更好地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提供重要支撑，从而确认了马克思主

义对民族问题的长远意义。

二、民族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

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告诉我

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

反。⑩民族的社会存在是通过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所形成的一体多元格局，民族之间形成的共同体

反映的则是它存在的社会意识。在审视民族共同

体问题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的方法论，

摒弃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评价我国的民族问

题，更要立足于本国基本现实的基础上展开对民

族问题的研究，切误将民族问题进行狭隘化理解。

（一）为何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民族观的方

法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共产党宣言》的革

命发现不仅展现出一种世界历史图式，更重要的是

确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即在任何一个历

史时期，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是建立在生产方式和交

往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即是说，在研究民族问题

时，我们探究的是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不能满足

于一种信仰的小贩叫卖，而是要破除对民族信仰的

幻象，主张一种建立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民族

观。在此，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考察民族观的基

本原则，意在打破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民族问题主观

主义化、西方中心主义化的解读，将民族共同体的

形成视为历史发展和人们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果，以

期为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现实保障。

马克思主义为唯物主义贡献了两个方面：一

是对人的现实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二

是人的实际生活的方式对这种思想和感情的影响

的研究。⑩这两点体现在民族问题上来说，一个是

民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它属于经济基

础范畴。一个是民族与人的发展问题，它属于上

层建筑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在规定民族问题所要

遵循的经济基础的原则上，同样注重强调民族的

个人情感因素。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民族

问题受制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利益关系。它一方

面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因

为不同的价值诉求而相互影响，出现了复杂的交

叉关系。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和新技术的不断更

新，民族问题变得日趋复杂化的今天，从历史唯物

主义的角度考察民族的变化能够厘清产生这些问

题的历史基础和发展动力。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作

为科学的方法论，它的生命力和活力来自于社会

实践的互动。民族观念虽然是由特定的价值观点

来引导的，但是它作为实践互动的结果，又处于一

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或言之，民族观念遵循客

观的发展规律，并依据不同的现实状况对民族问

题的发展目标作出规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

出的那样，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

目标，⑩在保持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要结合

当地的实际情况，将民族问题放到地区发展和社

会发展的共同视域中去思考。这不仅是运用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

然要求。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原则的

意义在于能够赋予民族共同体更加明确的现实指

向，在实践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接近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原文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

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②参见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第27页。

③参见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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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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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待民族问题的正确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

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正像我

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

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

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8]315对于民

族共同体而言，问题的核心是对于民族的认同与

理解。因为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

历史的产物，唯有通过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作为

评判标准才能真正摆脱傲慢的民族中心主义，以

此寻求各民族之间的共存之道。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立足于整个人类社

会，因为“随着工业生产以及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

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

消失”[5]47。针对民族发展的大潮流而言，我们不能

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待本国民族问题，而要

以整体性的视野去审视整个国际局势。因为民族

问题只有在发展着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得以看清和

得到解决。在 21世纪的今天，各民族国家面临的

问题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实现民族解放，而是演变

为一种各个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的

趋势，与此同时，也包含着日益增强相互依存性的

各个民族和国家，为其特定利益和价值趋向而展

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趋势，即全球化过程的民

族化趋势。因此，从理论形态上看，全球化包含民

族国家和全球化两个层次的问题，全球化的趋势

不是说民族问题就不重要了，不能将民族问题做

出这种狭隘化理解。相反，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

更应该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在

全球化进程中重建民族国家层次和全球化层次的

相互关系呢？民族国家层面处理的依然是本国的

利益和权利，全球化层次要考虑的是国际主义和

国家角色等问题。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融合意味

着它有着朝向共同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意味着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将更加强调民族国家的地位和

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走自己的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9]这里，强调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都

是源于对于本国实际和时代问题的把握，这些因

素构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机制的现实引

领，能够为营造良好的民族发展氛围提供条件，在

社会与民族的共同互动中坐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构建。因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备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全球

化和民族问题的双重层次上采取共同促进、相互

依存的态度。

三、民族是建立在人的发展基础上

形成的共同体

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

讲话中指出：“13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人民的梦想同

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10]民族问题从来都不

是民族内部的事情，而是关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

共同话题。在全球化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今天，我

们要做的就是思考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方向。

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发展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目的都是

为了实现民族和国家、民族和个人、民族和人类社

会的和谐统一，以此打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

理论与现实上的关联。

（一）各族人民与人的全面发展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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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这表明，各族人民由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地

域等特点形成了一种现实意义上民族共同体，各

族人民与人民群众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他们都

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类利益三者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明确人的全面发展与各族人民

全面发展的一致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意义上

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一致性，能够顺应民族共同

体的当代构建。

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和

发展的过程。但在新时代语境下，民族共同体被

赋予了更加现代化的内涵。它不再是一种生活在

一定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边界中的少数民

族，而是具有某种民族身份的工人、农民工、农牧

工以及新兴的社会群体。这些新的社会群体划分

不是为了模糊民族之间的界限，不是放弃民族的

独特性，其目的是让各族人民尽快地融入到共同

体生活中。不论是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

活还是文化生活中，人的发展问题都已经逐渐摆

脱了一种民族内部的束缚，体现为各民族之间的

融合与发展。因为民族是历史的范畴，它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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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规律。

民族问题是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民族问

题处理得是否恰当，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

发展。因此，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关键性问题是在

稳定的前提下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

经济发展主要是立足于人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物

的发展，“民族工作要见物，更要见人。做民族工

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11]250。“让各族群众都过

上好日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共同奋

斗的目标。”[12]“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

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13]这表明，民族之

间的问题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民族的平等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的平等，这种

平等是将民族关系放到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目

的是树立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感和信任感。因为人

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民族关系属于社

会关系中的一种。当然，民族反映的也是一种联

合，只是少数人的联合，但是中华民族反映的联合

是一种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含义是强调一种整

体性和统一性。因此，民族问题不能脱离社会中

的人与人的关系而独立存在，人的全面发展理应

视为民族问题的主要思考点，这也与马克思提到

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

而言，民族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是与人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等因素交织在一

起的，这体现出民族问题的历史性、实践性和人本

性等特点，成为当代民族共同体建构要不断着力

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

依存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宝贵的经

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未来

发展方向，可以赋予民族共同体更大的历史视域

和现实愿景。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

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

共同期盼”[8]36。这里，整体利益体现各民族与中华

民族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统一性。民族问题是具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问题

和世界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本国内部的稳定问题，

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民族共同体的

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世

界的美好发展，就这一层面而言，两者具有内在一

致性。

当然，在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

问题上会容易出现两种对立观点：一种是讲中华

民族，就不能讲各民族，另一种是讲各民族，就等

同于否定了中华民族。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

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违背

了历史事实和社会发展规律，不仅不利于维护民

族团结，更不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民族问

题只有在发展着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

的条件下才能够看得清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整体

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11]27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要实现的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统一。这种内在统

一性是对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内在统一性的肯定。

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来

说，也只有“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8]36。如

果我们在指导民族工作时注重强调民族的多元性

而模糊了中华民族这个主线和方向，是极容易出

问题的。因为当“多”讲得多，而“一”讲得少时，很

多人就会忽略到统一的重要性。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随之增多，不同

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不同也使得问题

呈现出复杂多变等特点。对此，处理民族之间存

在的问题，要始终从大局出发，坚定地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妥善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能

将民族问题复杂化和扩大化，也不能将民族问题

特殊化处理，而应该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

体视域中，以此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各民族之间与中华民族

之间的联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历史定势，

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当

代中国夯实彰显民族共同体建设社会基础的客观

需要。

现在的民族问题不仅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

起，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中华民族是

一体，它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模糊了这个主线，会

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民族问题不仅要

处理本国关系，更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世界与

民族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

成的全球性的国际政治体系是民族主张中最积极

的结果，它带来的结果可以称之为人类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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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对象是中华民族，是基

于一种价值认同、历史认同和实践认同的共同

体。在强调民族复兴的同时不应忘记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相结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则去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事务，做到结合实际并

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整

体上的目标来看，它有利于促进国家稳定统一和

繁荣发展。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将为个人

和共同体带来新的机遇，使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和

共同体有机会分享共同价值、认同感和兴趣、利

益。因为无论是民族的发展，还是整个世界的发

展，走向共同体的趋势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在这

种情况下，民族交往的扩大将会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更多的现实条件，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论与启示

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现实证明，中华民族共

同体是凝聚国家、民族和人民力量的有效方式，也

是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现实保障，更是为人类

文明提供宝贵经验的重要依据。随着世界一体

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的持续

推进，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进入到一种“共同

体”的范围中。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

的互动、交流愈来愈紧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主张对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世

界走向共同体的趋势无法逆转，这也不意味着对

于民族共同体问题的强调和民族之间认同感的增

强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入一种全球性的历史境

遇。同时，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也将直接关系到人

类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

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

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

的倒是实质性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

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14]这种“具有现

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可以理解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它是在民族的历史实践与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探索

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民族观。正如马克思

所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

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

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

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15]

民族问题从来不是本民族内部的事情，而是与整

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复兴

离不开现实的历史基础、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

和人的发展的目标指向，这一切是促进民族复兴

实现的重要理论资源和现实根基。

因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

成为考察我国民族问题的发展方向和参考路径。

根据马克思提供的主要方法和原则，民族问题表

现出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符合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

大趋势。直到今天，人类依然处于这样的历史的

时期，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民族国家的国际

政治体系依旧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民族问题

依然需要放到世界历史视域下进行考察。这不仅

说明，解决民族问题要以本国的现实情况为依据，

以本国的民族原则为衡量标准，还要考虑与国家

认同的关系、与个体认同的关系和与世界历史发

展整体态势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时代发展

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看待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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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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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Marx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an important theory for dealing

with national problems and thinking about the path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For its inherent ideas of realism, histori-

cal materialism and human development Marxism are the basic principles,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and future direc-

tion for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ause. To be specific, the realistic dimensio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exam-

ining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communit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methodological guarantee for its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a solution to its future trend.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mode and

innova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alistic and future sup-

por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

nese nation.

KeywordsKeywords:: National Community, 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

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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