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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习近平关于“石榴籽”和“石榴”相关论述的阐释

何 星 亮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 一 起”是 实 现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象 征 性 表 达。石 榴

籽交融一体的特性不仅象征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同时也象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把石榴

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主要的文化象 征 之 一，是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需 要，有 利 于 维 护 国 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利于向世界展现最大同心圆、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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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

改进党的民族工作”。① 民族工作如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这是当前必须深

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其方式和途径有多种，其中一

种是构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象征。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９年９月下旬举行的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

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② 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如何树立和突出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以什么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

这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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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三者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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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专项基金 “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项目编号：２０ＶＭＺ００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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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性成

果，也是新时代民族团结的目标。“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途径，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象征性表达形式。

２０２１年７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到西藏考察时强调，“５６个民族是石榴籽，中华民族是整

体的石榴”。① 这是首次明确指出当代“５６个民族是石榴籽”“中华民族是整体的石榴”。也就

是说，石榴籽象征５６个民族，而石榴象征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全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

化象征符号之一。
把石榴籽作为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象征，把石榴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象征，生动形象，意

蕴深远。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把石榴籽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为什么说“中华民族是整体

的石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哪些关于“石榴籽”的论述？中国的石榴文化是如何形

成的？石榴是否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主要文化象征之一？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分

析和阐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习近平关于“石榴籽”的相关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榴籽”的论述，在２０１４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
近十年来，在与民族相关的会议和考察活动中提到“石榴籽”数十次。从性质上看，可分为两种

不同的表述，一是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那样）紧紧抱（拥抱）在一起”，这是对广大人民群众

的普遍要求。二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是对广大民族工作干部的具

体要求。
（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那样）紧紧抱（拥抱）在一起”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那样）紧紧抱（拥抱）在一起”，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榴籽”最早

的提法。在此类提法中，个别文字上稍有差异，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

在一起”，二是“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三是“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那样”
和“一样”、“抱”与“拥抱”虽有一字之差，但表达的意义是相同的。

首次提出“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时间是２０１４年５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

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②

在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期间，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代表团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在谈到两岸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要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他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需要两岸同胞共同维护，开创共

同美好未来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携起手来同心干”，
“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全国各族人民更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同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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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相牵，共筑雪域高原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发展纪实》，《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９日。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上 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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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中国梦”。①

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五次会议期间，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

时也强调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他说：“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

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②

在２０１５年５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各民族要“像石

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他说：“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必须依靠包括少数民族群众

在内的各族人民”，“敌对势力越是想借民族、宗教问题做文章，我们就越是要让各族群众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③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４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江同江市八岔村，看望赫哲族群众。他说：“各

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团结一致，共同发展

进步。”④

在２０１７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家住新疆和田地区的库尔班·吐鲁木的长

女托乎提汗·库尔班回信，向她和家人及乡亲们送上祝福，并希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⑤

２０２１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青海考察，多次强调“石榴籽”。他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

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⑥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给大家讲述了“石榴籽”这个比

喻的出处：“维族同胞说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这个词很形象。各民族就要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分子。”⑦

（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论述，是在“各民族要像石

榴籽一样（那样）紧紧抱（拥抱）在一起”论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对广大干部尤其是民

族工作干部的具体要求，希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采取措施促进民族团结。

据现有资料，最早提出这一要求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全

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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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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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两会声音》，《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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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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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在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也强调“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说：“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

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

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①

２０１９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

也强调“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

治制度，要认真总结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促进民族团结融

合，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９年９月下旬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也强调“促进各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

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

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③

２０２１年４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也强调“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他指出：“要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

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④

２０２１年８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十八大以

来的民族工作成就和经验时指出十二个必须，其中一个必须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地抱在一起：“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⑤

在全国人大十三届五次会议期间，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时也强调这一点。他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

族团结之本。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

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

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

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

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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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

活》，《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３月６日。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２日至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推动各族群众逐步实现

在空间、文化、经 济、社 会、心 理 等 方 面 的 全 方 位 嵌 入，促 进 各 民 族 像 石 榴 籽 一 样 紧 紧 抱 在

一起。”①

由上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榴籽的两种提法，意义相近，但性质不同。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那样）紧紧抱（拥抱）在一起”这一表述，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要求。而“促进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一表述，是中央对各级民族工作干部提出的具体要求。不

过，这两种表述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希望全国“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二、石榴的由来及其文化

以石榴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象征之一，首先必须了解石榴的由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

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一）石榴的由来

据考古和文献资料，石榴原产于西亚，经西域传入内地。据瑞士植物学家德匡多（Ａ．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研究和考证，石榴 原 产 地 为 古 代 波 斯 及 其 邻 近 国 家，即 今 伊 朗、阿 富 汗 和 伊 拉 克 等

地。②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境内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苏布阿德王后墓中，发现王后

皇冠上镶嵌的石榴图案。③

石榴传入我国内地后，有不同的名称，文献记载有“安石榴”“若榴”等。一般认为，石榴在

公元前二世纪时传入中国内地。传说是在西汉时由张骞从西域引入，有多种古籍记述此事。
如西晋人张华的《博物志》：“张骞使大夏，得石榴。”④西晋人陆机的《与弟云书》：“张骞为汉使

外国十八年，得涂林⑤安石榴也。”⑥唐人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广雅》曰：‘若榴，石榴也’。”⑦

唐人李冗的《独异志》：“汉张骞奉使大月氏，往返一亿三万里，得蒲萄、涂林安石榴，植之于中

国。”⑧宋人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引《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返，得安石榴。”又引《广志》曰：“安

石榴有甜酸二种。”⑨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安石榴，其生自西域，汉武时博望侯穷河源回，
得其种，遂传中国也。”�10明人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安石榴，博物志曰：‘张骞出使西域，得涂

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11

据文献记载，陕西西安上林苑于汉代开始种植石榴。汉人刘歆撰、晋人葛洪辑的《西京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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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６日。
［瑞士］德匡多著，俞德浚、蔡希陶编译：《农艺植物考源》，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版，第１８８页。

石云涛：《安石榴的引进与石榴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晋）张华：《博物志》。
“涂林”，有人认为是地名，也有人认 为 是 梵 语Ｄａｒｉｍ的 音 译，即 石 榴。参 见 石 云 涛：《安 石 榴 的 引 进 与 石 榴 文 化 探

源》，《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晋）陆机：《与弟云书》。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８６“果部”上。
（唐）李冗：《独异志》卷中，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９页。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９７０引。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１０。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２９。



记》卷一：“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其中有“安石榴十株”。① 据《陕西通志》记

载，西安上林苑的石榴即是张骞带回国的种子种植的：“上林苑有安石榴十株，汉张骞使西域，

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②上述记载说明：一是西汉时期长安已种植石榴；二是汉朝帝

王喜爱石榴，并在皇家园林上林苑等地广泛种植石榴。至于长安上林苑种植的石榴来源，则有

两种说法，一是藩属国送的果树，二是张骞带回来的种子。

关于张骞从西域带回陕西长安种植的说法，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汉代历

史文献没有关于张骞带回石榴种子的记载，“这与葡萄、苜蓿等一样，未必是张骞带回，后世将

成绩记在了他的名下”。③ 美国学者劳费尔（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Ｌａｕｆｅｒ）认为，石榴不是直接从波斯等地

移植到中国，是逐渐移植过来的，应该是先传入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而后逐渐传入中原地区。

在移植过程中古代波斯人、中亚的粟特人和古代新疆人都起了很大作用。④ 劳费尔的观点应

该较接近历史事实。
（二）中国特色的石榴文化

石榴栽培经过２０００多年的传播发展，南下东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在各地扎根、开花、结
果，深受各族人民的认同和喜爱，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石榴文化。

石榴的自然属性具有其他动植物所不具有的优越性，主要有：一是普遍性。内地石榴来自

古代西域，由于石榴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严，抗旱耐瘠薄，病虫害少，无论是栽培在土层较

深厚的平原，还是土壤贫瘠的山区丘陵，均能生长良好，传入内地后南北各地都有栽培，并受到

全国各民族的喜爱，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二是实用性。石榴既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又具有很高

的药用价值。石榴果实营养丰富，含有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比普通

水果高得多。此外，石榴果肉和果皮、花都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可以作为药物或辅助药物治

疗不少疾病。三是观赏性。石榴的树、花、果的外在形象美艳，观赏性极高，古代许多文人也多

用华丽的词句赞美石榴的观赏价值。

石榴具有普遍性、实用性和观赏性的特征，引起了古今中国人丰富的联想。石榴与固有的

传统理念、价值观相结合，逐步由物质生活的资源，演化为精神文化的象征。石榴被赋予多种

理念、观念和意义，成为古代中国人价值观、婚姻观、家庭观等观念的表现主题之一，也成为中

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象征符号。

石榴果树外形美艳，翠叶细密，花红似火，硕果累累，晶莹剔透，味道甜美，果籽鲜红，寓意

吉祥，受到古代许多文人的赞颂，很多赞美石榴的诗文流传至今。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博

物汇编·草木典》第２８２卷记载，从西晋至明代，有上百首古代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写的关

于石榴的诗文。如西晋文学家潘岳称石榴为“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⑤ 西晋文学家张载

说石榴“似西极之若木，譬东谷之扶桑”。⑥ “上荐清庙之灵，下羞玉堂之客”。⑦ 此外，西晋文学

家夏侯湛和傅元撰有《石榴赋》，西晋文学家张协有《安石榴赋》，三国时期的文学家应贞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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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刘歆撰、（晋）葛洪辑：《西京杂记》卷１。
《陕西通志》卷４３。

石云涛：《安石榴的引进与石榴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１０页。
（明）梅鼎祚编：《西晋文纪》卷１４西晋“潘岳”。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５３《张载集》。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９７０引。



石榴赋》、庾倏等有《石榴赋》。唐代不少大诗人也写有关于石榴的诗，如李白的《咏邻女东窗海

石榴》、柳宗元的《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白居易的《石榴树》、韩愈的《榴花》和李商隐的《石

榴》等。宋代也有不少文学家和思想家也写有石榴的诗歌，如欧阳修的《榴花》、苏轼的《和子由

岐下石榴》、苏辙的《赋园中所有》和朱熹的《榴花》等。
两千多年来，石榴文化除了诗歌之外，还形成了石榴民俗。由于石榴籽多，因而石榴成为

古代中国的吉祥物，象征“多子多福”。唐代流行结婚赠石榴的礼俗，并开始有“石榴仙子”的神

话传说。宋代时人还用石榴果裂开时的石榴籽的数量，来预测科考上榜的人数，并由此而形成

“榴实登科”成语，寓意金榜题名。明清时期，中秋正是石榴上市季节，于是又有了“八月十五月

儿圆，石榴月饼拜神仙”的民俗。在民间艺术中，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有石榴年画、石榴剪

纸、石榴刺绣、石榴印染、石榴裙、石榴荷包、石榴雕塑、石榴民谣、石榴民歌、石榴楹联等。
中国石榴栽培历史源远流长。石榴独具特色的形态特征和内在品质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石榴文化。

三、石榴：兼具传统和现代意义的文化象征

如前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

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近代以来，作为国家和国族的象征主要是人为创造的

国徽、国旗、国歌等。此外，不少国家和民族往往还会以自然界中的某种动植物作为文化象征。
如把某花作为国花，把某种动物作为国家的象征性动物。

秦汉以后，龙成为帝王和王权的象征，同时也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① 例如，清朝的国旗

为黄龙旗，即“黄底蓝龙戏红珠”旗。１８８８年至１９１１年，清朝使用黄龙旗作为国家的象征。社

会各界也通常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象征之一。
不过，部分人、部分民族不认同龙。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国内有些民族没有崇龙习俗，因而

不具有普遍性；二是龙不是自然界存在的动物，龙崇拜具有较强的宗教性；三是龙在西方不是

祥瑞、吉祥的象征，而是邪恶的化身，是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动物形象，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

征，容易被西方人误解。因此，把石榴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与传统的龙相比，更容易被全

国各民族所接受和喜爱，也可以为世界许多国家所认同。
文化象征是指以具体的某种物象（包括动植物、自然现象等）表达具有类比性和关联性的

理念、观念或意义。一个文化象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某一具体的物象，具有自然性的特征；二
是该物象所表达的理念、观念或意义，具有文化性的特征。两者的有机结合便是文化象征。例

如，大雁、鸳鸯等鸟类，总是成双成对地生活，因此，中国人往往把它们作为婚姻和幸福生活的

象征，作为白头偕老的象征。这与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密切相关。
从文化象征的角度来看，石榴具有比一般动植物更加突出的象征意义。
（一）交融一体、团结一致的象征

石榴籽“交融一体”是石榴最重要的生物特性，象征各民族交融一体、融合发展的历史与现

实，象征新时代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团结一致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数十次强调各民族“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正是基于石榴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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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希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圆融一体、和谐共处、团结一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不可分

的生命有机整体。
石榴籽交融一体的特性不仅象征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同时也象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

历史。２０１９年９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

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

并蓄、经济上的相 互 依 存、情 感 上 的 相 互 亲 近，源 自 中 华 民 族 追 求 团 结 统 一 的 内 生 动 力。”①

２０１９年７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

强调，“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② 也就是说，各民族交融一体既是历

史现象，也是新时代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
（二）红红火火、兴旺发达的象征

国内的石榴大多是红石榴，石榴的果、籽和花的颜色都是红色。果皮黄红，果面洁净有光

泽，艳丽美观；籽粒大肉厚，晶莹鲜红。石榴花盛开时似火焰一般，花萼呈钟形，犹如火炬。由

于石榴一般在五月开 花，浪 漫 的 初 夏 与 火 红 的 石 榴 交 相 辉 映，所 以，五 月 还 有 一 个 好 听 的 名

字———榴月。古代不少文学家和诗人写有关于石榴花的诗句，把人间最美好的情愫留给了火

焰般的石榴花。
例如，西晋文学家张协称石榴花：“烂若百枝并燃，赫如烽燧俱燎，皦如朝日，晃若笼烛。”③

三国时人庾倏称石榴花“丹华照烂，晔晔荧荧。远而望之，粲若摛缋被山阿。迫而察之，赫若烛

龙耀绿波”。④ 唐宋时期的文学家也有不少关于石榴花的诗句。如唐代文学家韩愈“五月榴花

照眼明”的诗句。⑤ 唐代诗人刘言史称石榴花为“火光霞焰递相燃”。⑥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山

榴花似结红巾”诗句。⑦ 宋代文学家苏轼有“榴花开欲燃”⑧和“石榴半吐红巾蹙”⑨等诗句。诸

如此类，举不胜举。
石榴的果、籽、花都是红色，与中国传统的尚红观念契合，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果树之一。石

榴象征生活上、事业上的红红火火，无论古今都受到普遍的赞颂。以石榴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象征，寓意着个人、家庭和民族红红火火、欣欣向荣，象征新时代国家繁荣昌盛、兴旺发达，象征

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事业蒸蒸日上、长盛不衰。
（三）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象征

石榴有坚硬紧实的外壳，石榴籽在外壳的保护下同舟共济、休戚相关，同生死、共患难，象

征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一外壳保护之下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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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

７月１７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５４《张协集》。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８６庾倏《石榴赋》。
（唐）韩愈《榴花》称“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参见《御定全唐诗》卷３４３“韩愈”。
（唐）刘言史《山寺看海榴花》称“琉璃地上绀宫前，发翠凝红已十年。夜久月明人去尽，火光霞焰递相燃”。参见《御

定全唐诗》卷４６８“刘言史”。
（唐）白居易《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称“山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参见《御定全唐诗》卷４４３“白居易”。
（宋）苏轼《初夏》称“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参见《草堂诗余》卷１。
（宋）苏轼《贺新郎》称“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参见（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２４。



调要“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① 把

石榴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四个与共”的理念。

石榴果内，石榴籽众籽环抱，彼此黏着在一起，圆融一体，和睦相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形成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籽离开母体都不可能独立生存。石榴无论是千籽还是万籽，都
在同一膜苞内，每个籽都一个样，大小相同，形状一致，晶莹剔透，圆润欲流。每一个籽必须依

靠母体才能生存，无论哪一个籽都不能离开母体而独立生存。因而，石榴象征休戚与共、荣辱

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人丁兴旺、婚姻美满的象征

石榴籽多，因而古代中国人把石榴视为“多子多福”和婚姻美满的象征。古代文学家往往

以“千房同膜”②、“万子同苞”③等来形容石榴。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人口占多数，以定居为主要生活方式，以土地为生活物资的主要

来源，从而形成以农业社会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传统中国人喜欢天下太平、没有战乱的社会，

以“安居乐业”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传统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家族的延续和繁盛，“多子多

福”观念世代延续，并认为能够多生子女的夫妻才是美满的婚姻。所以石榴深受全国各族普遍

的喜爱，并有许多以石榴为主题的祈求多子的习俗。例如，在部分地区仍保留以石榴或石榴花

盆作为订婚聘礼的习俗，有的则在新婚房内放置并蒂石榴，以示永结同心。也有把石榴放在新

娘婚礼服口袋内的习俗，祈求新娘早生贵子。初生贵子，亲友喜欢赠送绣有石榴图案的鞋、帽、
衣服、枕头等，以示祝贺。“石榴多籽与传统多子多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形成祈求人丁兴旺、

多子多福的民俗文化”。④

在当代，许多青年人受西方思潮影响，抛弃传统观念，不重视家庭，不愿结婚，不成家，不愿

生小孩，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不谈恋爱甚至不愿结婚的人越来越多。这导致近年来人口出

生率下降，新生儿数量处于近年来的最低水平。长此以往，我国的劳动力将受到影响，老龄化

的趋势将越来越严重。新时代也需要继承和弘扬古代的“多子多福”观念。因此，把石榴作为

中华民族的象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阖家团圆、国家统一的象征

石榴外形为圆形，古代中国人把石榴视作是合家团圆的象征。每逢中秋佳节，正是石榴成

熟采摘的季节，火红的石榴象征着十五的月亮，不少地区中秋节既吃月饼，也吃石榴。亲朋好

友往往互赠石榴、月饼等，祝贺合家团圆。许多地区中秋节吃石榴吃月饼具有象征团圆的重要

意义。

两岸团圆、国家统一是全球华人共同祈盼的。骨肉天亲，同枝连起。一水之隔，咫尺天涯。
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祖国一统势所难免，脱华谋独死路一

条。数典忘祖，切割两岸，制造对立，痴心妄想。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

９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象征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

活》，《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３月６日。

西晋文学家潘岳的《安石榴赋》称“高秋授气，收华敛实。千房同膜（又 作‘蒂’），十（又 作‘千’）子 如 一。缤 纷 磊 落，

垂光耀质。滋味浸液，馨香流溢”。参见《御定历代赋汇》卷１２７。

宋代理学家刘子翚《石榴》称“万子同苞无异质，金房玉隔谩重重”。参见（宋）刘子翚：《屏山集》卷１７。

郝兆祥等：《石榴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载《中国石榴研究进展》（一），第一届中国园艺学会石榴分会会员

代表大会暨首届全国石榴生产与科研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



兴而解决。这是历史的大势，也是两岸大多数人的期望。台湾终要归航，民 族 终 要 团 圆。因

此，在新时代，石榴除了象征家庭、家族团圆外，还象征中华民族团圆、两岸团圆和国家统一，具
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六）生活甜蜜、美满幸福的象征

石榴果味鲜甜，像甘蔗一样，古代中国人谓之为“天浆”。例如，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称

“石榴甜者，谓之天浆”。① 宋人孙奕《示儿编》称“石榴甜者曰天浆”。② 宋人朱胜非《绀珠集》称

“石榴甜者天浆”。③ 宋人郑樵《通志》称，石榴“其甜者又名天浆”。④ 《山西通志》称，“海榴，出

安邑者佳，一名天浆”。⑤ “天浆”一名，喻指石榴汁味鲜甜，也象征生活甜蜜。

在新时代，生活甜蜜、美满幸福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人
民幸福”是中国梦的三要素之一。２０１３年６月７日至８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解释中国梦的具体内涵时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⑥

（七）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象征

考古学家认为，石榴原产地为古代波斯及其邻近国家，即今伊朗、阿富汗 和 伊 拉 克 等 地。

石榴文化传入我国后经过本土化，发展形成各民族喜爱的文化，故有“采国外名花，结国内硕

果”之说。石榴体现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的民族特性。习近平曾说：“文

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动力。”⑦《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 建 党 百 年 的１０
条历史经验，其中第六条是“坚持胸怀天下”，强调“坚持开放、不搞封闭”，“永远不称霸”，“不断

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⑧

（八）全球喜爱、五洲共享的象征

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取决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喜爱。作为

软实力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象征与形象，如果能得到多数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对提升我国的文

化软实力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上具有重要意义。

以石榴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比龙等象征更容易为世界各国所认可，更具有普遍性：一
是有些国家以石榴为国花，如西班牙、利比亚等国把石榴花作为国花。⑨ 二是许多民族把石榴

视为圣树、圣果等。例如，古波斯人称石榴为“太阳的圣树”，并认为它是“多子丰饶的象征”；古
代“阿拉伯人把石榴与橄榄、无花果并称‘天堂三圣果’”；在印度佛教文化中，称石榴为“吉祥

果”“子满果”等，象征财福圆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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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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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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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１８“广动植之三”。
（宋）孙奕：《示儿编》卷１５“杂记”。
（宋）朱胜非：《绀珠集》卷６。
（宋）郑樵：《通志》卷７６“昆虫草木略第二”。
《山西通志》卷４７“物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１日。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石云涛：《安石榴的引进与石榴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２期；郑昕：《中国和西班牙的石榴文化》，《安

徽文学》２０１７年９期。

石云涛：《安石榴的引进与石榴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总的来说，世界许多民族都喜欢石榴，反映了不同文化中的人类心灵有相通之处。把石榴

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之一，可以获得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认同。

四、结　语

创造文化象征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文化象征具有迅速传递固定理念、观念和意义的特点。
当代社会流通的各种信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大多数普通信息如过眼云烟、瞬间即逝，而那些

具有典型特征和约定俗成含义的文化象征，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生命力，能够在人们

的大脑中迅速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新时代，必须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提炼出加强民族团结的思想观念、精神追求、

价值导向和政策理念的话语和象征，体现出加强民族团结的时代风格和时代特色，为民族团结

注入时代活力，以回应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时代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

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的指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

榴籽的论述，可分为两类：一是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是对广大人民群众

的普遍要求；二是“促 进 各 民 族 像 石 榴 籽 一 样 紧 紧 抱 在 一 起”，这 是 对 民 族 工 作 干 部 的 具 体

要求。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除了将国旗、国徽等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之外，一般还会以动植

物形象作为象征。石榴象征新时代各民族交融一体、团结一致的精神，象征红红火火、兴旺发

达的事业，象征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象征人丁兴旺、婚姻美满的家庭生活，象征

阖家团圆、国家统一的美好愿景，象征生活甜蜜、美满幸福的社会生活，象征海纳百川、开放包

容的民族特性，象征胸怀天下、五洲共享的世界情怀。以石榴作为中华民族主要的文化象征之

一，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有利于向

世界展现最大同心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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