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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

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而美国

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我们整个

世界都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

符号就是人类社会维系情感交

流和意义认知的载体。从这个意

义上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一种情感—心理结构并非是

一种抽象性的存在，而是在中华

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

不同形态的文化符号共同建构

和孕育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可

以说，文化符号的形成及其意

义体系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认同的根基，它们承载了中

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凝聚

了民族情感，并且推动了民族

自觉的文化反思。

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集体记

忆的表征和载体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记忆除

了具有神经属性之外，还具有普

遍意义上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对

于民族共同体而言，群体成员在

社会记忆的过程中会将社会秩序

和结构引入到内心世界中，并且

将社会个体与民族共同体联系起

来。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意义

和文化的交流，因此，民族的集

体记忆也是一种“交往记忆”。

著名的集体记忆研究学者扬·阿

斯曼认为，集体记忆会形成对某

种秩序和价值的认同。本尼迪克

特·安德森在其 《想象的共同

体》一书中认为“民族就是想象

的政治共同体”，［1］民族作为想象

的 政 治 共 同 体 并 非 “ 虚 假 意

识”，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

“社会事实”。很显然，这种“社

会事实”就表征为外在的文化符

号。正如厄内斯特·盖尔纳所

说：“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

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

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

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

族。”［2］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创

造了不计其数、具有鲜明特色的

文化符号，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记忆

场”。集体记忆研究的著名学者莫

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产生

于集体的社会互动和交往中，集

体记忆具有超个体性特征，因

此，集体记忆不是个体记忆的集

合，而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共享对

某一文化符号的意义认知。文化

符号表达了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以及身份认同，使得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形成和流传具有牢固的意

义根基。从纵向的时间范畴上而

言，中国历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

史，即便遭遇各种列强入侵和战

乱纷争，都没有泯灭掉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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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共享意义文化符号的接受和认同，文化符号对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

义：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文化集体记忆的表征和载体，

能够形成民族向心力；文化符号是维系中华民族情感

的桥梁和纽带，能够形成民族凝聚力；文化符号还能推

动中华民族自觉的文化反思，展现民族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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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意识中所特有的“中国”

文化身份属性；从横向的空间范

畴上而言，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

不论身处何方，生活方式有何差

异，都在潜意识中将自己看作是

“龙的传人”。

黑格尔说，意义就是一种观

念，这种观念通过感性存在或形

象表现出来。对于中华民族共同

体而言，表达共同体意识的感性

存在或形象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文化符号意义体系，通过中华民

族群体的劳动生产和审美活动，

将日常生活或者艺术想象中的材

料进行选择、抽取或完善，对其

进行符号化处理，赋予其特定的

意义，经过世代相传储存在民族

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在一些特定

的历史时刻，借助特定的仪式、

媒介进行再现或重构。这个符号

化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首先，

通过社会交往，具有共享意义的

文化符号作为集体记忆储存于民

族群体的潜意识中，成为一种

“心理实在”；其次，这种“心理

实在”在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进

中不断转化为经验活动，一次又

一次地将民族群体的思维意识带

入到过去的真实历史和经验空间

中，从而在心理和情感意识中不

断建构超越个体的、具有独特民

族文化身份的集体人格。

文化符号是维系民族情感的

桥梁和纽带

根据克莱夫·贝尔的观点，

文化符号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

式”。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

化符号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什么

呢？苏珊·朗格以“情感”为出

发点，认为人类的情感分为个人

情感和普遍情感，而普遍情感即

是在人类共同生活经验基础上形

成的类似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

意识”，它是人类的个体意识之外

的“第二种精神系统，这一系统

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

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

质”。［3］情感不仅仅指向我们日常

意义上所理解的心理体验，它包

含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想象和理

性觉知，向内心主观世界的回

归，对自身存在的探索和思考，

因此，情感本质上属于“人类的

生命活动”范畴。

由此可见，情感是在人类生

命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有学者认

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

民族情感的形成和凝聚建立在共

同的利益维度和观念维度基础之

上。利益维度层面通过民族群体

间经济互惠和利益平衡，观念维

度层面通过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获得群体归属感。如果说利益维

度还停留在民族共同体的物质表

征层面，那么观念维度则上升到

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层面，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

群体在利益平衡和互惠的基础

上，对民族共同体怀有普遍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本尼迪克特·安

德森认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源

来自生产关系、传播媒介和语言

的互动，毫无疑问，拥有共同的

语言是民族共同体获得归属感和

认同感的首要因素，安德森将语

言称之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胚

胎”。语言通过给物质世界命

名，将其标记为不同表意的符

号，对于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民族

群体来说，语言以及通过语言标

记的符号具有共享的意义，当民

族个体在运用这些语言和符号进

行交流时，在思维意识中产生共

通的意义，由此确立共通的文化

身份。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兰

塞姆·罗杰斯将思维意识中共同

的情感称之为共情能力，即能够

站在他人立场、感受他人情感的

能力。但是，只有在群体中，并

且这个群体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

▲昆曲《流光歌阕》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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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记忆，这种共情能力才能培植

出来。共情能力建立在“我们是

谁”以及“我们与他者如何区

别”这一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体意

识之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自“大一

统”观念形成以来，这种民族集

体意识在某些历史时刻不断地闪

现并且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

文化身份认知。例如，在面临外

族或帝国列强入侵时，中华民族

各群体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凝

聚成巨大的力量保卫家园；当出

现社会灾难时，中华民族各群体

精诚团结、上下一心，共同战胜

磨难、共渡难关；而一年一度的

春晚又将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

在一起，沉浸在欢乐与自豪的激

情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凝聚中，正是具有共享意义的文

化符号充当了维系民族情感的桥

梁和纽带。

文化符号能推动中华民族自

觉的文化反思

费孝通先生曾经用“自在”

和“自觉”概念来对“中华民

族”这个概念进行表述:“中华

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

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

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

形成的。”［4］ 儒家文化中的礼法

规约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

在”民族实体孕育形成的思想根

基，《荀子·王制》 曰：“礼义

者，治之始也。”依靠礼法规

约，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形成

了中华民族早期的共同体意识。

而作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出现则是近代以来受到西

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家天

下”观念开始瓦解，民族国家的

观念开始进入到人们的思维视

野。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不断强化和升华的同

时，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反

思，思考在风云激荡的世界格局

中如何建构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

身份。

从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

族”的“自在”和“自觉”阐

述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存在，

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警醒的反

思意识。费孝通先生将这种现

象称之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

是在文化生成演化过程中对自

身文化的一种“自知之明”，需

要理解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形 成 的 特 性 ， 挖 掘 其 内 在 价

值，探索其未来发展之路。毫

无疑问，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内

涵的文化符号就是文化反思的

起点。恩斯特·卡西尔认为，

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

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

特征。尤其是对于一个民族而

言，个体或群体的思维和行为

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符号辨识

度，这是确立民族文化身份的

重要表征。

不仅如此，在当今的全球竞

争格局中，文化软实力之争的本

质就是国家文化符号之间的竞

争，因此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而

言，“文化强国”的核心就在于面

对来势汹汹的国外文化符号的冲

击，如何使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文化符号重新焕发生命

力，打造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价

值的国家文化符号。近年来，中

国传统文化符号借助互联网平台

等新媒介开发出了一批具有影响

力的文化IP，不仅展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符号的魅力和底蕴，同时

向世界展现了既有民族文化特

色，又容纳现代文化价值，站在

文化自觉立场上彰显高度文化自

信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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