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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re two major proposi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eply embedd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two from 
the	same	origin,	the	same	for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	orientation,	the	fiv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cultivate the endogenous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determine the span, depth, 
toughness, breadth and heigh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should	tak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s	the	basic	principle,	the	“five	civilizations”	as	the	practical	layou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spiritual hom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overall fulcrum, and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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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两大命题，深嵌于中华民族伟大实践。从逻辑理路看，两者
同源而来、同力而成、同向而行。从内容向度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生结构，决定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跨度、深度、韧度、广度和高度。从实践进路看，推进二者建设应以“两个结合”为基本原则，以
“五个文明”为实践布局，以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统筹支点，共同助力民族复兴、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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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3 年，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重要任务，强调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牢不可破的强力支撑 [1]。“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两大命题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民族工作和思想文

化工作的深度探索，对如何理解二者间的逻辑架构、内容指

向，以及如何在实践层面推动二者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厘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逻辑理路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首先

需要把握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即两者为什么能共同建设。

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中华文

明中来。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文

明性。民族性是指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坚不可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

明性是指各民族独特的语言、风俗、传统和艺术共同构成了

中华民族多元的文化底色。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跨越地

域、血缘，原因就在于以中华文明为文化选择。另一方面，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独特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现代文明是

在传统文明基础上的发展 [2]，同时也对传统文明进行了必要

的改革和创新。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使得中华文明既保

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又具有活力和朝气。中华文明是理解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锁钥，任何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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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间联系的观点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3]。

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因中华儿

女而成。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因地域差异而各具特色，

随文明来往而交流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

同体有机整体的形成。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和弘扬

者，没有文明主体的能动实践就没有文明的孕育与发展，离

开中华民族的守正创新遑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巩固。中华文

明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创新创造，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巩固发展离不开各族人民的认同支持。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中华民族”作为实践主体，以

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作为实践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朝强国复

兴而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

体现 [4]，二者肩负着相同的历史使命。二十大报告指出，中

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

含文化强国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侧写，

因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

人民的共同事业，必然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

化，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将各族人民凝聚一起，为民族复兴汇

集起人民伟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锚定强

国复兴的共同目标，建构起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共同体认。

3 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的内容向度

从文明视角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突出的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孕育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内生结构，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跨度、深度、

韧度、广度和高度，这是两者建设的内容指向。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跨度。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维系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与家国身

份，保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明理念和发

展道路。

一方面，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变看，“大一统”的政治

格局和思想观念贯通古今，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的历史

底蕴。另一方面，从中华文明的发展空间看，中华民族走出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并将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铺就发展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具有历史必然性，这条道路“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

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

新的蓬勃生机”[6]。有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

体就拥有了根和魂 [7]，中华民族就能以坚定的历史自觉和文化

自信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朝着更深更远处发展。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度。

从创新理念看，中华文明强调因时而变的处事智慧，为中华

民族共同体创新发展奠定了思维基础。无论是《周易》中的

“天地革而四时成”，还是《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都强调顺势应时、革新应变。回首中华民族发展历程，

正是这份创新禀赋激励中华民族勇攀高峰、不断前进。从创

新实践看，中华文明的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不胜枚举，为中

华民族共同体创新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四大发明”是中

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古代伦理观和自然观养成了中

华民族忠孝仁爱的道德规范与敬畏自然的虔诚之心。中华文

明的创新性基因“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

的无畏品格”[8]，中华民族共同体将在历史延续、文化革新、

文明塑形中拓展深度，日益焕发进步活力。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韧度。统

一性是中华民族坚韧品质锻造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秩序构

建的重要基础，增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持久韧度。在

政治追求上，中华文明崇尚统一、反对割据，这决定了国家

统一永远是中华民族利益核心，锻造出各民族维护统一、抵

御外侮的坚韧品质。在文化心理上，中华文明强调凝心聚力，

共通共融的家国情怀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行稳致

远，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的持久力量。在中华文明

发展历程中，政治上的“大一统”旨在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整体性，而统一的文明框架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稳定性，二者共同锻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与张力。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广度。中

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闻名于世，孕育出多元的

文化生态与繁荣的社会形态，不断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

广度。先秦时代，诸子百家著书讲学、相互争鸣，初显中华文

化兼容并包的文明基质。盛唐时期，异域商队、他国使臣、各

教信徒汇聚长安，多元文化交流借鉴，中华文化内涵不断丰富。

明清之际，郑和下西洋将中华文化传播海外，西方的科学技术

也开始得到有识之士的积极学习和吸收，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思潮为中国带来马克思

主义，中华文明在“两个结合”之下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发出中国强音。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高度。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涵育了中华民族和睦团

结的品格共性和群己合一的价值追求，塑造出中华民族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人文高度。就民族而言，中华文明的和平

性主要体现在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汉族的儒道

文化中和内敛，哈萨克族的草原文化豪迈奔放，在华夏大地

上不同民族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在相互欣赏中和谐共处。

就国家而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主要体现在和衷共济、和合

共生的博大胸怀。古有丝绸之路见证东西方贸易往来、文化

交流的和谐友谊，今有“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范围内的

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从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到全人类共同

价值，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的

和平性始终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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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的实践进路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需

要在实践层面思考具体措施，即两者的共同推进如何实现。

以“两个结合”为基本原则。在中国民族工作的话语下，

第一个结合是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民族理论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际、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第二个结合

要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9]。作为“魂脉”，马克思

主义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基定向。

作为“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丰富底蕴。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两个结

合”为基本原则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把握好文明建设与民族

工作中的“特殊”与“一般”，以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

来理解两大命题的建设规律与时代要求。

以“五个文明”为实践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0] 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承载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在

“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根本保

障。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

持党的核心领导，不断加强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

保障民主权利，让各族人民真正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累物质财富。以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立足民族地区独特优势，打通民族地区与外界联

系的“大动脉”，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思想基础。一方面要保护和

传承民族地区文化，培育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要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增

强内生力量。以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要以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创新构建社会治理格局，

为各族人民提供公平而优质的社会服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存续空间。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从历史上各民族生态治理实践

中汲取智慧，并融入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守护好民族地区

的绿水青山，走出一条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以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统筹支点。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

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

带。”[11]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族人民基于生存需要、

情感依托、信仰凝聚而共享的精神共同体。把握好构建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支点，就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找到了引领器和指挥棒。

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认

同。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道德规范和

理想追求，是整合、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力量 [12]。

要凸显中华文化符号，创新中华文化表达，通过汉字普及、

民俗传承、非遗保护等机制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认同中华文

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各民族通过广泛交往建立密切联系，通过深入交流增进

相互间的理解和尊重，在尊重各民族独特性的基础上，塑造

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要以推动民族互嵌为

目标，通过政策引导、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社区建设等方

面措施，促进各民族在空间、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全方

位嵌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13]。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承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激励中华儿女

为国家繁荣昌盛而不懈努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

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基准，激发人们为家园建设添砖加瓦的创

造力和积极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规范人们行为准则，

构建起中华儿女充满希望、和谐美好的共有精神家园。要通

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等方式，创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生活化表达形式，将其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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