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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共同患难经历直接催

生了各族人民对“我是谁”身份的审思与确证。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大愿景又成为这种愿景的

延续，在过去与未来的时空场域中，“我是谁”则是当

下共同生活的直接体认归属，是对共同情感利益与价值

追求的需求与承认，是汇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磅礴力量

的重要基石。

文化认同的前世：“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回望

在 时 间 的 历 史 坐 标 系 里 ， 历 史 是 我 们 审 思 和 追 问

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把金钥匙。我从哪里来？走

过了什么样的历程？诚然是人民必须加以思考和探索的

“历史之问”。纵观世界各个民族或是国家，凡是未对

这一“历史之问”作出清醒而又明确回答的，最终都消

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故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

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

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

纵 观 中 华 民 族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发 展 史 ， 一 方 面 ，

各民族在长时段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开拓了辽

阔的疆域，为各族人民创造了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空间

环境；各民族共同书写了辉煌的历史，为各族人民群众

滋养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各族人民提供了久远的伴随

感；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为各族人民群众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基因；各族人民共同培

育的历久弥新的伟大精神，为各族人民群众天然预设了

认同的“发酵剂”。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繁衍生息、虽

历经苦难而不断强大的深层动因。

另 一 方 面 ， 鸦 片 战 争 以 来 ， 中 华 民 族 曾 维 系 其 自

身数千年的文化信仰系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无情摧

毁下逐渐走向瓦解，进而造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最为剧

烈最为深刻的危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所衍生的“文明

永恒高于四裔”的文化优越感和文明自信心逐渐以“缺

场”的姿态呈现。可以说，近代以来列强给中华民族带

来 的 最 直 白 抑 或 是 刻 骨 铭 心 的 记 忆 便 是 “ 落 后 就 要 挨

打”的现实窘境，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屈

辱感和自卑感。最终，各族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团

结带领之下在中华民族身份与角色的根本性问题上持续

展开了艰辛探索。

在 接 续 探 索 的 历 史 图 景 中 锻 造 孕 育 出 了 红 色 革 命

文化，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

的生存性危机，特别是中华民族重新树立自信自立自强

的精神力量所在。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

中，其中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就是如何增强各族人民群

众对“我从哪里来”的自我经历的追思与体味，时刻对

红色革命文化及其所蕴含的深刻历史记忆进行回望与确

认。唯有如此，方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

更好地校正自己的行动坐标，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群

众情感认同的根基，最终方能达到各族人民群众价值认

同的历史效果，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助力。

文化认同的今生：明晰人民对

“我们到哪里去”自我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

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句话本

质上就是关系到一个民族抑或是国家存亡延续的问题。

就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从个体的角度出

发，其首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要到哪

里去？”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其首要回答的问

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用大历史观系统审视和辩证理解中华民族和中

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

的现实境遇直接造成了中华民族原有民族优越感的荡然

无存。基于此，“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

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

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质言之，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牵引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坐标系”和动

力源，也是各族人民群众对“我们到哪里去”的有力回

应。

然而，实现民族复兴在百年来的时空场域中彰显出

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苦难与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接受

实践的检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场景中，“我

们到哪里去”的时代之问面临着全新的要求与挑战，这

也是我们当前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考量所在。

文化认同是凝聚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强大精神纽

带，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而且是最深层、最持久、

最重要的基础，离开高度的文化认同，就没有基本的文

化自信，更就不清楚“我们到哪里去”的目标航向。因

此，要从历史的情境走向当代，在当代中国最生动、最

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各族人民文

化认同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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