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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是人的身份认同，人是构成民族的主体要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的是人心，最终要落脚到

人身上。对于中华民族是什么共同体的理解，直接决定为什么要铸牢、铸牢对象是谁、如何铸牢以及铸成什么。中华

民族共同体是多元复合体，既是历史共同体也是现实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情感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

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赖个体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文化符号

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联结个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纽带，其不仅能够增强中华文化生命力、推动中华文化传

播，而且可以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而言，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有助于应对内外部

文化侵蚀，保障文化安全;以中华文化认同凝聚海外侨胞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助力民族复兴;以中华文化认同凝聚爱

国力量“反独促统”。基于对中华民族是文化共同体的分析，提出文化符号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

径:以通用语言文字符号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交往交流交融;以地理符号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以

历史符号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集体记忆;以传统节日符号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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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释了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1］在

中西方各种力量激烈交锋的时代，文化在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维系政治认同、维护国
家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凸显。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之命脉，也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
关键所在。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联结个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能够增强
中华文化生命力、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和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因此，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一、问题缘起

不同学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存在差异。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对中

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和现实民族结构作了开创性的理论概括。费孝通认为: “为了避免对一
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

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2］民族学界主要受费孝通“多

元一体”论的影响，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族聚合体。周平则认为: “中华民族兼具多族聚合体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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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同体两种属性”［3］，据此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加强民族团结和增强国民意识两
种进路［4］。实质上，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同认知和铸牢路径差异表征的是民族团结和国族
建构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5］。民族团结进路是基于各民族之间的差异，通过民族优惠政策减少
差距，保护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增强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归属感。国族建
构进路则是从全体国民出发，通过法律赋予国民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厘清国民与国家的关系，

国民身份使人们拥有最大程度上的同质性，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身份统一到国民身份
上，进而强化共同体意识。

民族是人的身份认同，是人的特性之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的是人心，最终要落脚
到人身上。对于中华民族是什么共同体的理解，直接决定为什么要铸牢、铸牢对象是谁、如何铸
牢以及铸成什么。目前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成果较多，

主要包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历史演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路径等方面的研究。

有学者基于关系实在论的视角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凸显出国家、国民与民族三重意涵［6］。孙
守朋、耿靖雯从历史考察中得出: “国家统一实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础，民族团结系根本
凝聚力，文化认同乃根本向心力。”［7］严庆、王跃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
涵并提出建设路径［8］。也有学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引导个体民族意识健康发
展［9］。李朝辉从集体记忆的特征出发，提出以形塑集体记忆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路径［10］。已有研究中不同学者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界定有所差异，由此提出不同的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复合体，既是历史共同体也是
现实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情感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站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要有时代性、延展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要有新路径。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包含着各族人民
的集体记忆与共有成果，共有文化符号可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资源。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
的认同，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借助柔性的社会和文化机制。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 5 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稳定共同体。中华民族之所以是
共同体而非一盘散沙，乃是由于中华民族形成了能够经受时间和风险考验的中华文化，形成了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
融入每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华儿女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品质。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体成长、历史传承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
展离不开文化的影响。从词源来说，中华民族包含的“中华”和“民族”两个词均蕴含文化维度
的内涵，因而文化是辨识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准。

( 一) “中华”的文化之维
“中华”一词最初是从“中国”和“华夏”中各取一个字组成。中国古代习惯以“中华”来命名

宫城中间的门，两旁的门分别以太阳、太阴命名［11］11。《春秋左传·正义》中写道: “中国有礼仪
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后来这个词又具有“中国”“中华文化”“汉族”“文明族群”

等内涵，在具体使用中偏重文明族群的含义，说明中华一词本身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著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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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派代表人物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对“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特点进行阐发: “中国自
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以
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12］374 杨度
阐释了“中华”所蕴含的地理位置、血缘种族以及文化的意涵。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也始终以
服饰、礼仪等文化要素进行区分，即认同和接受中华文化的人为华夏，“四夷”如受华夏文明浸润
也可成为华夏一员，固有华夷一体论。此一体不是地域一体，也不是人种一体，而是文化一体，

由此可见中华一词具有强烈的文化意涵。

中华一词自产生就具有多重含义，不仅是历史地理层面的意义，还具有血脉传承的内容，更
深一层的内涵体现在文化积淀方面。中华各民族文化相互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
有的多元一体文化特征。“中华儿女”主要指曾经或现在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共同拥有中华
血脉和文化积淀的群体，其中也突出“中华”的文化意涵，强调群体共同缔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
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情感、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

( 二) “民族”的文化之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民族”一词的理解受斯大林观点的影响较深。斯大林认为: “民族是人们

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
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13］286 而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其习
得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材料的总和”［14］20。所以民族与文化具有内在的契合之处，文化是民
族的标识物，民族是文化的承载者。一个民族群体以鲜明的文化特征区别于其他民族，共同的
文化能够增强群体成员的“我们感”。文化是民族的心理情感纽带，共享文化给予民族成员身份
正当性和群体归属感，民族成员据此获得幸福感、安全感和舒适感。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最持久
的认同，个体通过文化识别会将自己纳入所属的族群，成员之间的身份归属感和认同会不断深
化。文化使个体获得意义和价值，增加作为民族成员的安全感、方向感、幸福感、自豪感等心理
满足和自我认同，提升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文化通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让个体内化
民族的规范，不仅使民族获得个体忠诚和支持，而且使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护，从而维持民族的可
持续存在。

( 三) 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其中凝结着各民族的共同经历、集体

记忆，激发各民族共同的情感和理想。各民族的哲学、文学、政治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结
晶源远流长，使得中华民族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华民族是在高度统一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
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实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共享，各民族文化从“各美其
美”走向“美美与共”、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实现了文化共
享、利益共赢和共同发展，民族间的共同体意识由此产生并得到强化。共同体意识是个体对共
同体的认知和接纳，也是对“自我—族群—共同体”关系的认知。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一个从自我意识到族群意识，最后上升到共同体意识的过程。

中华文化是个体与族群、族群与共同体之间联系的纽带，为个体成员提供了心理基础与情
感共鸣，深厚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经历以及心理感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过程中具有重
要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的语言、相似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稳定的心理结构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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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具有文化共同体的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源泉，如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在待人接物方面的谦逊，对待外来事物的兼收并蓄
和包容。“大一统”思想、和合文化不断整合多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体系，有助于消弭不同民族
和群体之间的隔阂，使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因其独特的文化
传统、自成一体的文明体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多族聚合体—国民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是由小到大的扩展，三者既联系又区别。对于共

同体内涵的不同理解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同进路。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至关重要。“所谓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
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观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
认同的依据。”［15］212 通过文化认同符号凝聚精神力量，把“你”“我”“他”变成“我们”，在中华民
族各成员间形成一种“我们感”，进而增强中华民族认同。

三、中华文化认同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其主体是指在中华文化圈内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
形象的广大群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增强和巩固中华民族各主体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也就是培塑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认同，中华文化决定了中华
民族存在的意义［16］。中华文化符号是彰显民族形象、增强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

多元文化构成中华文明，中华文明通过汇聚共同文化形成磅礴伟力，进而有效凝聚群体认同，以
柔性力量化解矛盾与冲突。中华文化中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
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化认同超
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显著的广土巨族整合成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
民族成员在与中华文化互动中得到认同，中华民族能够以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克服民族复兴中的
困境，解决民族前进中的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新动能。

( 一) 以中华文化认同应对内外部文化侵蚀，保障文化安全
就外部威胁而言，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文化的传播与融合越来越快，网络的发展在时空上大

大缩短了人类交流的距离，不同民族的文化都被卷入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面对多元文化
时，人们会表现出由一种文化认同向多种文化认同的转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华文化难免
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媒介工具，通过文化产业、学术理论等手段竭
力宣传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等，企图在中国人中培养西化的价值
取向，解构中华文化的根基，试图消解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就内部威胁而言，境内一些分裂势力利用我国民族文化差异现象持续在我国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港澳台地区挑起矛盾，妄图以此来分裂中华民族，破坏国家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局面。在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侵蚀下，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吹者丧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中华民族的集体
记忆面临被淡忘、被歪曲、被模糊的危险。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部分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面临
困境，重塑中华文化认同成为维护文化安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化认同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民族成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交
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精彩纷呈的中华文化，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是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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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特有的精神标识，并且作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左右着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的行为选择、

决定着人的价值取向、塑造着人的民族性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数千年文明的精神
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7］只有深化中华儿女对
中华文化的持久认同，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国家建设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提供精神源泉。虽然文化、语言、风俗等都是各民族形成的属于自己传统的符号象征，但如果
各民族以此作为与他族区隔的边界，则不利于建立各民族团结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
同体认同是在整合各民族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必然包含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需
要重塑中华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
格局中独树一帜。

( 二) 以中华文化认同凝聚海外侨胞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助力民族复兴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海外侨胞是一股重要且特殊的力量。要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近代以来，

一代代海外侨胞虽分布在世界各地，但依然怀有赤诚的爱国热情，他们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觉支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增进中国
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海外侨胞分布在世界各地，与祖国同源共
祖、血脉相连，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其一，增进海外侨胞的中华文化认同，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是凝聚海
外侨胞力量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不仅仅是指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及对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感悟，它还超越了地域空间的限制，包含海外侨胞对中华民
族的认同。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各民族同胞同源共祖、血脉相连，具有
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身份意识，但由于所处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可能会
随时间、地点而改变。当他们身处异国他乡，会容易受到其他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华
民族的历史记忆可能会弱化，因而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吸纳海外侨胞的认同，用共同的历史记忆唤起海外侨胞
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和关切。另外，海外侨胞是联系国内与国外的桥梁。面对国外对中国发展道
路、发展模式的质疑和误解，应发挥海外侨胞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的优势。在维
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方面，海外侨胞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在涉及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的问题面前，他们坚持中国政府的主张，积极宣传和平统一的政策，消除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增
进国外民众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以
及国内外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方面
具有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其二，增进海外侨胞的中华文化认同，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海外侨胞先辈移居海外，将故
乡的生活习俗、价值观等带入新的文化环境，在特殊的情境中他们保持、传承中华文化，同时又
与居住地的文化展开交流、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当代，作为国家间沟通的桥梁和
纽带，海外侨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声音的作用仍持续存在。海外侨胞经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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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推动了居住地科技、文教、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发展，同时他们心系祖国，从经济、政治、文
化多方面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是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团结凝聚海外侨胞的需要。

( 三) 以中华文化认同凝聚爱国力量“反独促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族具有同一性，国家是中华民族的“政治屋顶”。香港、澳门虽然
与内地在制度、法律、生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们与内地各族
人民具有共同的文化起源。港澳地区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导致一些民众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
了解较少或存在误解。回归祖国的怀抱之后，国家推动国民教育以提高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认同则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18］3 认
同一种身份或不认同一种身份，都可能在特定情境下指引个体不同的行为选择［19］。因此，需要
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凝聚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力量，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
程。一些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呈现出复杂性。有学者对闽台两岸的文化进行考古学比较
发现，“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层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此种文化曾分数次波及台湾”［20］97。两岸人民
同源共祖，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自古就有经济往来的传统，如今台湾的很多地名，如安溪、德
华、梅州等都是多年前内地移民以原籍县名来命名的，是两岸祖籍地缘关系的历史符号。但台
湾近代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些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受到影响。

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强盛的重要基础，统一的中国将铸造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对于今
天的中华民族来说，最强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凝聚力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这一要
素是使海内外中华民族的每一份子获得超越政治制度、宗教、地域等局限，达成团结的共同基
点”［21］。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当代，增强中华民族共
同体认同，能促使中华民族的成员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自己与国家的亲密关系，更
积极主动地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强盛，有利于“反独促统”。华人华侨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
传播者，也是“反独促统”的重要力量。正如有学者指出: “他们在 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 170

多个‘反独促统’组织，在全球范围持续开展多层次‘反独促统’运动，通过各种途径与台湾岛内
民众联系，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巩固两岸关系的感情基础、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为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22］3

四、以文化符号机制铸牢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体意识

文化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发生作用，影响民众行为。各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和标识
是人们形成共识的重要基础，“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文化特
征的象征标识和意义载体”［23］，是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高度凝练。文化符号可以塑造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通过文化表现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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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8，文化是民族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我们
应重视传统文化及文化符号在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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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其深意在于通过文化符号机制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中华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历史、共同心理特质的共同体，地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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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经济生活要素、语言要素、历史要素、心理要素都是中华民族的构成要素。在中华上下五千
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历经漫长的发展阶段形成了通用语言文字符号、地理符号、历史符
号、传统节日符号等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代表性符号。这些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思维
方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民族情感等的凝练表达，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所在，对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 一) 以通用语言文字符号促进中华民族成员交往交流交融
“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

带。”［26］125 人的社会性属性决定了认同与被认同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个体要在集体中找到归属
感和安全感，语言文字符号是个体交往和融入群体的基础。秦朝统一后采取了“书同文”的政
策，产生了共同的文字，有益于统治的实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群体有自己的符号和语
言，应得到传承和保护，但为了各民族更好地交往交流交融，需要拥有一种统一的语言文字将人
们整合起来。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成为超越各民族界限的共有文化标识，统一的文字符号将
不同的人群团结起来，营造团结感和“我们感”。通用语言文字使共同体成员形成对共同体的想
象，是增进共同体认知的重要方式，这一共有文化标识将各群体联结起来，对促进民族成员交
流、增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作用。语言文字符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是特定区
域特定民族的文化象征，还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沉淀着中国的文化底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符
号，一方面使民族共同体在与外部他者的区别中强化群体的自我意识; 另一方面共享的语言文
字符号又打破群体间的区隔，促进共同体成员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共同体中的成员在接触
中找到更多的共同性，从而减少分歧和误解，深化对其他个体的感情和对共同体的认同。语言
相通是实现人心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相通才能促进有效沟通、才能形成认同。通用语言文字
符号是促进中华民族成员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工具和资源，要挖掘和整合各民族共有的文字符
号，创新中华语言文字符号宣传机制，不断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发挥学校及
社区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作用，以充分发挥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 二) 以地理符号强化中华民族成员身份认同
地理符号不仅具有特殊地理标识的意义，还兼具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涵，地理位置和地理

符号在个体对于自身的定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地理与个体之间的亲密互动关系使得地理成
为个体发现自我的重要媒介。通过日常不断重复与地理互动，个体被特定的地理符号所标记并
成为地理所定义的客体。”［27］45 而地理符号不仅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空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
的空间文化符号，也逐渐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精神风
貌的象征，各民族共享的地理符号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产生的基础，是联结共同体成员的情感
纽带，具有强化中华民族成员身份认同的作用。长城、黄河、故宫、大运河、黄山、泰山、长江等中
华民族共享的地理符号经历岁月洗礼，成为展现中国历史、传播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
标志。如长城作为中国人民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

不畏强敌、渴望和平的标志;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代表民族文明的开端和滥觞，折射出中
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历程。地理符号的重复和强调，会使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和
民族意识不断得到提示和增强，使共同体成员“中华一家、我是中国人”的意识更强烈，有助于在
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多重身份的困境中明确自己所属，强化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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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以历史符号唤醒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历史记忆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会使人们形成对某种秩序或价值的认

同。集体记忆是各民族群体在互动中形成的，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群体对共同的人
物、事件或者场景的稳定的情感定势。“集体记忆的代内共同感与代际一致继承是共同体行为
认同建构和共同体存续的关键”［28］，“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
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29］82。历史记忆
符号跨越时空，通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符号将人们带回特定的历史场域中，使成员间共同的
情感得到深化，彼此间“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得以强化。如
“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历史典故增强中华儿女对共同祖先的崇敬之情以及对顽强拼搏、自
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认同; “茶马互市”“丝绸之路”“彝海结盟”等民族团结交往的历史事件会
唤醒各民族在历史上的经济、政治交往的记忆和情感，使人们对民族团结“三个离不开”的关系
的认知更加深刻，进一步促进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人民英雄纪念碑、重大历史纪念活动等
记忆符号凝结着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为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
的共同奋斗记忆。历史记忆符号通过对历史场景的重现，对共同经历、共同记忆的唤醒，不断强
化共同体成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价值理念，使共同体成员坚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的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携手奋斗，画出最大同心圆、书写最大公约数。
( 四) 以传统节日符号增进中华民族成员情感认同
传统节日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是各民族成员

表达信仰、情感、价值观的重要形式。有的节日属于特定民族，有的节日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
融过程中融合各民族的因素发展而来的。传统节日符号打破时空限制，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和象
征，传统节日活动的开展是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随着时代变迁，节日活动的形式
和内容也会不断变化。传统节日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日期，如中秋节、国庆节、春节、端午节等
传统节日本身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具有渲染氛围、增强社会影响力的作用。通过参加节日庆
典能实现各族群众的交流互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化解矛盾、减少分歧和形成共识。传统节日
符号蕴含着时代记忆，通过呈现不同歌曲、场景、重要事件等唤起民众对过去的记忆，形成“我们
感”，同时有助于感知当下的生活与成就，且能增强信心、形成客观感知、引起情感共鸣，从而促
进共同体认同。通过营造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涵和色彩的场所和环境，引起参与者的情感触
动、唤醒集体记忆、凝聚民族认同、获得政治忠诚。节日所营造的特定空间，更能达到情感上共
鸣、价值认同的效果。人们除了在节日庆典的现实空间中获得真切的情感体验外，随着技术的
发展，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节日庆典的平台。网络空间拓宽了民众参与的渠道，能将更广泛的
受众纳入其中，使其感受节日氛围和体悟国家的发展，增强其作为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实现情感联结，进一步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

五、结语

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以中华文化认同凝聚各方力量，发挥以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功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共
同目标，并升华为中华儿女共同的政治认同符号。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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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意识应当特别重视中华文化符号的认同价值，根据中华民族建构的历程和中华文化自身特
性，从共享语言文字符号、地理符号、历史符号以及传统节日符号四个维度来阐述中华文化符号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发挥的形塑和凝聚作用。依靠中华几千年文明发展形成的文化
符号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唤醒中华民
族共同体成员集体记忆，增进共同体成员情感认同。四种文化符号机制之间有机统一，能够有
效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内生动力，发挥中华文化的凝聚团结作用，将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以及
海外侨胞牢牢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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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Cultural Identity: An Effective Way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CHANG Yijun
( 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Nation is the identity of people，and people is the main element of a natio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casting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and it must eventually settle

on the people．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kind of community the Chinese nation is directly determines why

to cast，who to cast，how to cast and casting to what ．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pluralistic

complex，a community of both history and reality，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emotion． The Chinese na-

tion is a cultural community，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community depends on the in-

dividu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symbols are the carri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sychological link connecting individual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y

can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Chinese culture，promote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gather the strength of

Chinese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and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ecifical-

ly，to cope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ultural erosion with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ensure cultural se-

curity． Gather overseas Chinese forces with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and help

national rejuvenation． To gather patriotic forces with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o“oppose independence and

promote unification”．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ultural community，this pa-

per puts forward cultural symbols as a way to forg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ith common

language symbols． Using geographical symbols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of memb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waken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ith his-

torical symbols． Enhancing the emotional identity of community members with traditional festival symbols．

Key words: cultural symbol，cultural community，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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