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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抵御野兽袭击，人们结群而居、一起劳作，为迈入下

一 个 历 史 阶 段 奠 定 了 物 质 基 础 ；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体 系 确

立了全球统治，人们看起来还是在一起劳动，实则所产

生的利润主要被资本家所剥削，人们的劳动同他本身所

异化，形式上的联合生产不是真正的经济共享，也没有

人文关怀，是“虚幻的共同体”；当取得“真正的共同

体”形态，在那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

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马克思

的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基础。”[7]我

们要继承最初的团结互助，摒弃资本无情的压榨，追求崇

高的价值目标，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不断注入新鲜能量。

2、认真领会与践行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习 近 平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思 想 具 有 深 刻 内 涵 和 重 大

意义，认真学习领会并在实践中积极践行是当前研究民

族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民族

工作新思想的集中体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应用开展民

族工作理论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推动和部署民族工作，就大政方针、政策措施以及

思想认识等方面作了系统阐述和紧密安排，其民族工作

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后来新修订的

党章以及相关立法法律都将此载入、补充，成为党和国

家的指导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化。习近平总书记

以宽广的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定

性、内涵以及关系等方面作了重大论述。他始终强调，

要加强各民族民间交往、民心交流、文化交融，促进中

华 民 族 大 团 结 大 发 展 ； 创 造 性 提 出 擅 于 使 用 法 治 思 维

处理民族事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坚强法治保

障；发挥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的重要作用，重

视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习近平中华民族共

同体思想，以全国各族人民整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与落

脚点，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关注，是新

时 代 党 和 国 家 关 于 民 族 问 题 打 出 的 一 套 有 力 的 “ 组 合

拳”。

联 系 具 有 普 遍 性 。 当 前 国 家 安 全 工 作 形 势 日 趋 严

峻，其中，边疆民族区域正是我国安全领域的一个薄弱

环 节 ， 根 据 已 有 经 验 判 断 ， 西 方 利 用 这 些 区 域 借 “ 人

权”名义大打“自治”牌的老把式还未退出历史舞台，

实则是借自由之名行煽动分裂之实。为此，凝聚各族人

民的力量来反对民族分裂和极端暴恐势力当仁不让，这

就需要我们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识。习近平中华民族

共同体思想是维护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思想保障，只

有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引领行动去坚

决粉碎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图谋，才能保证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挖掘传统文化的厚度，继承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1、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养分

中 华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源 远 流 长 ， 展 现 了 中 华 文 明

亘古不绝的传承脉络。从“五方之民共天下”到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其间的奇思妙想、思想智慧和道德观念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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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思想、意识和文化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表现

形式，具有内在继承性与关联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实在的体现，二者都扎根

于中国厚重的大地，二者也都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汲取

精华与养分，这是由主客观条件共同决定的。客观上，

我国古代从先秦到清末各家都提出了宝贵的思想，贯穿

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观念与“华夷一家”思想深深

影响并塑造了民族形成、交融的状态，尽管历史动荡不

迭，但是交融、认同和和合一直是主流价值观念，这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继承逻辑理

论关联的思想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主观上，我们

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批判

继承、古为今用，为其奠定丰厚的文化传统滋养和学理

支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认同关系的

认识，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性质。”[9]比如

从先秦儒家的“大同”社会思想挖掘“共同体”构件，

《礼记·礼运篇》描绘理想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选贤举能，……是谓大同。”[10]从法家先驱管仲

提出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找寻“民本”的

价值理念。以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民族历史价值涵养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

之义。

2、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特 别 是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民族价值理念的集中概括，是

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既然是从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养分，必须

要立足于我们当前提倡的价值观念，必须要致力于我们

当前固本培元的工程，否则就会失去现实意义。以社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引 领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建 构 ， 必 须 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