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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观
王延中

[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理论方面作出

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最新发展。中华民族观经历了古代中国“天下

观”下的中华民族观、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观和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民

族观的历史演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新中华民族观以共同性为目标，是中国共产党

在新时代对中华民族观的继承和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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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①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在民族理论方面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是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最新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民族观的核心内容。这一思想不仅是引领我国

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而且已成为中国共产党

探索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一个新里程碑。

历史演进中的中华民族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

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划分民族的标准

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是主观和客观的统

一。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

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

特征。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

亡的过程。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最高利益。中华民族

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

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于这个孕育于中华大地、

超越了单一民族（或族群）边界、凝聚在中华民族

旗帜下的超大型民族共同体的看法和认识，构成

了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观是从整体的观点和民

族的视角，看待中华民族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

民族及其相互关系的立场和观点。从历史发展的

角度看，中华民族观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

代中国“天下观”下的中华民族观、近代中国民族

主义的中华民族观和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

中华民族观。

古代中国“天下观”下的中华民族观。古代中

国的民族观，总体上看是“以文辨类”。一般依据

不同的群体文化特点区分不同的民族，并且强调

教化与文化熏陶的作用。传统文化尤其是“天下”

观念对民族共同体的影响巨大。在某种程度上，

古代中国的民族观可以说是“天下观”下的中华民

族观。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历史上

的多民族社会现实和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已

经演变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传统和思想基础。中华

大地上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演变进程中形成了中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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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客观上凝聚为一个自在的

中华民族，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与外国列

强的抗争中实现了自觉。政治上的长期的“大一

统”或者在几个政权并列时期对政治上“大一统”

的追求，形成了中国“大一统”的文明传统。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

“大一统”的局面在近代遭遇了严峻的挑战，生存

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危机。1840 年，鸦片战争爆

发。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作为中央之国的

信念、知识、理论逐步发生动摇。维新派代表人物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在西方思想

影响下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从而开启了传统

民族观（天下观）向近代民族观（民族国家观）演变

的历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

中，从地理、社会、自然、心理等因素论述了中华民

族的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他的总体看法是：

“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

极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代价所构成；三、此

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

性。”①他批判那种“只知有天下有朝廷有自己而

不知有国家之旧时观念拘囿”，指出国家是民族立

于世界最有力的保证，要求将中国疆域内各民族

统合至中华民族之下，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完整。梁启超推崇当时西方及世界许多地区兴起

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含义中的“民族”概念，将

之视作“谋公益而御他族”的法宝。②他正是要用

具有民族主义意涵的“民族”这一新的思想资源，

谋求中国的社会整合与国家强盛。中国近代民主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基于推翻封建王朝腐朽统

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需要，利用近代西方民族主

义理论，提出“驱逐鞑掳、恢复中华”的口号。他在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合汉满蒙回藏诸地

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

统一。”③他进一步提出要打造以中华民族为国民

身份认同的现代主权国家。

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民族观。中

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多民族

国情相结合，探索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理论

和新道路。这条道路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新中

国成立前，其主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

众，团结带领民族资产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

完成反帝反封建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任务，

建立权力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1938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所作的报告中，将中华民族界定为由“汉族”和

“蒙、回、藏、苗、瑶、夷、番”等各少数民族组成的统

一体，并指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团结中华各族，

一致对日”。④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

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内涵作出更详细的阐

述。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

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

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⑤然而，一旦完成推翻

国民党腐朽政权的革命，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之后，

如何对待革命过程中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之间的

关系，如何确立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地位，并处理好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关系，就成为新

政权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尽管

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在不同时期有所不

同，但民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战略地

位一直没有改变。70多年来，不论是新中国初期

进行民族识别、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民族

①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525页。

②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20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④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623页。



|理论前沿 | LiLun QianYan |

36 前 线 / 2022.6

地区经济、完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优惠扶持政

策，我国的民族工作实践开展得扎扎实实，成就斐

然。每个时期党都对民族工作的经验进行总结梳

理。2005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归纳提炼

了新时期民族理论的“十二条”，要求新阶段的民

族工作必须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

为主题。该次会议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在一定

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

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

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这

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国情实际对民族概念作出

的新概括。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概括为“八个坚持”。

201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将“八个坚持”进一步充

实提升为“九个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站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新

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引领我

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创新发展，取得了新的

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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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仅要

在宣传教育方面下功夫，还应该强调建设中华民

族共同体这一根本任务和方向。构建新的中华民

族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

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重大理论创新。

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观的继承与创新

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观是中华民族观理论的

新概括和新发展，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观。把中

华民族共同体本身作为新中华民族观的核心，不

是对以前我国民族研究理论观点的否定，而是为

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的理论

逻辑提供了新思路。

新中华民族观的继承性。以华夏文明几千年

的历史积淀为基础，中国的地理版图和生存空间

保持着巨大的稳定性。在中华大地上生存的各民

族及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建立的地方性政权，都

始终把追求国家统一、政治一统作为自己的追

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继承维护国家

统一、坚持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同时，把近代民族国

家观念、国家主权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引入中国，

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推翻了君主专制制

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对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进行了彻底改

造，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情

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推进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探索形成了解决民

族问题的新理论和新道路。从古代中国“天下观”

下的中华民族观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

观，再到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民族观，

主体是中华民族这一事实没有变，概括这一事实

的中华民族观念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和一致性。把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中华民族观，可以

更好地体现对中华民族观的继承，最大程度地在

各民族间凝聚共识，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共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中华民族观的创新性。我国是多民族国

家，需要建立一个国家范围内所有群体和公民个

人均认同的新概念，也就是促进政治整合、文化

包容、社会团结功能的国家民族观念。进入新时

代，提出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新中华

民族观，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在总结实践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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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基础上的新综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观

这一新概括是对具有鲜明同质性特征的狭义民

族概念的超越，其回应的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实现

国家整合的必然诉求，彰显的是多民族国家内部

成员对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具有更

大的包容性和更强的凝聚力。新中华民族观的

核心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进行概念界定，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

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实践结合，同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主张，现代

民族国家应当采取社会主义共和国形式，以更加

广义的国家民族概念来组建政治国家，并且认为

国家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

决的政治组织形式。①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新

中华民族观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特色与现实

关怀，其当代构建不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探索合二为一，最终造就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的理论底色，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

共同体主张。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

可以有多个维度。其中最核心的特征包括：深厚

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

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对自己家园

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中华民族具有深厚

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

文化精神，植根于深厚的历史之中，植根于中国

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实践中，“经历了一个随

着‘中华民族’观念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过

程”。②密不可分的经济社会生活。在中华大地

上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文

化上兼收并蓄”，在长期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中

形成了巨大的共同性，凝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客

观上形成了超越本民族范围的超大型民族实体。

基于共同历史记忆基础上的中华文化认同。近

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实现了民

族自觉的中华民族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历

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与奋斗，推翻了君主专制，建

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历史巨变，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升华。在当

代，各族人民“五个认同”不断强化，爱国、爱党和

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中华民族日益成为“包容

性更大、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观对新时代民族

工作的重大意义

新中华民族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

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和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形成的博采众长的民族观。以中华

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新中华民族观不以同质性为

指向，而以共同性为目标，对于增进我国各民族之

间的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友谊，促进全国各族人民

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进一步实现民族团结进步

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中华民族观的理论意义在于，厘清了民族

研究领域若干概念之间的关系。新中华民族观与

其他民族观的最大不同，在于对民族现象中的共

同性、同质性、差异性三个基本概念进行了清晰准

确的区分，即共同性不等于同质性，共同性包含同

质性和差异性。新中华民族观是追求不断增强共

同性而非同质性的民族观，强调把中华民族建设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自在并不断自觉的实

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是一个需要在新时代围

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进行建构，进一步

建设的自为的实体。新中华民族观关于民族现象

中共同性、同质性和差异性关系的理论创新，为我

们厘清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中

① 任勇、付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视野中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49、52页。

② 王珍、向建华：《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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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外延的关系、中华民族

与 56个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华文化与 56个民族文

化的关系。

新中华民族观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本身就是

一种新文化观。新中华民族观并不是凭空出现

的，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新综合。新中华民族观吸收了上述各种文化

的精华成分，从而对民族现象有了更加理性且符

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的认识。新中华民族观

是一种在对民族文化现象的反思和借鉴中产生的

民族观，彰显了鲜明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体现了社

会主义中国对新时代民族现象的文化解释，体现

了对“一与多”“共同与同质”“共同与差异”等基本

问题的辩证把握，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

新文化观。

新中华民族观的时代意义表现在，为统筹“两

个大局”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统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

我们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凝心聚力、团结合作

的中国力量。从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入手，有利于

澄清人民群众在国家观、历史观、文化观和宗教观

等方面的困惑，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深入推进“五

个认同”教育，更好地把爱国主义思想和正确的

“五观”内容植根于青少年灵魂深处，为做好新时

代的民族工作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奠定坚实

的理论基础。新中华民族观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

体为主线方向，突出强调了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

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有机结合提供了理论指导。

新中华民族观的工作意义表现在，为推进民

族工作改革提供新的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

观能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文化观

和宗教观，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导意义。新中华民

族观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思维，更加理性科学地认识

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为民族工作

的改革优化提供了基本原则，为民族工作具体改

革措施提出了时代标杆和发展方向，将对推进各

领域、各地区的民族工作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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