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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一统”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过千年的演变与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历史

形态紧密相连。这一思想将个人、社会和国家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有效地推动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面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大一统”思想对于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价值和现实启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凝聚

全国各民族的力量，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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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Idea of Great Unific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enlu W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Community Studies, Tibe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dea of“great unifica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ical form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idea closely integrates the individual,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to an organic whole,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new era unseen in a century, we must deeply understand the great value of the idea of
“great unific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This idea
will help promote the close un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like pomegranate seeds, unite the strength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Unification;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building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引言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

史进程之中，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历经数千年，“大一统”理念已经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和每

一个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中。中华民族正是在数千年来多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并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民族共同体。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大一统”思想为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国家统一的维护和中华民族凝聚力

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一统”理念作为精神内

核，贯穿并维系着朝代的更迭与变换，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成的根基与土壤，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

发展的历史渊源。在新时代，这一理念更成为加强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文化底蕴。

一、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体

现

（一）“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

和发展的历史渊源

“大一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国

家形态结构。中国两千多年来所秉持的多元一体“大一统”

思想，其最宝贵的遗产便是培养了中国人对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崇高追求。这种“大一统”精神，构成了

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与灵魂[1]。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

多民族国家以来，“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格局的形成历

经漫长过程，不仅源于中华民族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也与

“大一统”的思想政治观念紧密相连，二者共同塑造了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面貌。古代中国，大一统被视为“天地

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天下被当作最高政治理想，天下分

分合合，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会对“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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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和政治理念极为认同，即便是在分裂时期的政权，也

从未放弃对大一统的追求。历经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民族融

合，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华夏族到汉族，再到更为广泛意义上

的中华民族的转变。汉族的形成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阶段，

其日益壮大并深入其他民族聚居区，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扮

演了凝聚核心的角色，发挥着联系纽带的重要作用。多元一

体民族格局的形成，其实是众多分散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

交往和交融过程中，逐步融合成为一个多元而统一的整体[2]。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述，中国是一个由多元文化与多民族共同

塑造的历史共同体，其突出特征表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格局”。这一特征深刻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

与必然性，其深厚根基在于中国各民族历经数千年的相互交

往、交流与融合，铸就了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共同塑造了一个统一且强大的国家[3]。

（二）“大一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

基础

“大一统”思想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从“华

夷之辩”到“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转变，表明中华民

族已经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种“天下大同”的理

念，各族一家的民族思想在精神层面成为各族人民之间交流

交往交融的联系纽带，并且不断发展成为各族人民的一种精

神共识。可以说，源远流长的“大一统”的思想传统奠定了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基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

中，尽管历经种种磨难，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中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培育了团结统一

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精神不仅成为各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支

柱，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支撑[4]。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在五千多年

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孕育了我们灿烂辉煌的

中华文化，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及每一

位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悠久而丰富的中华文化，是构建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和巩

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促进各民族交流与融合，以及培育中华

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是无数海内外中华儿女心灵的寄托与精神的归宿，

它如同一股不竭的精神源泉和动力，推动着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不断前进。

（三）“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基石

“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各个民族团结

统一的文化血脉。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

在“大一统”思想的深远影响下，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

彼此借鉴，不断融入并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因

此成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髓与

灵魂，更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深厚根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团结的基础。在多元文化和文明的交

流与交融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铸就了多元一体的共同体。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深入到每个

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成为其精神印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5]。在“大一统”思想几千年

的历史积淀中，各族人民不断地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发展和

创新，对于民族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被

激发出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价值指引和思想

遵循。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尊重差异性到增进共同性，文化

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的动力因

素。

二、“大一统”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的启示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的重要命题。“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贯穿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它作为一种文化和精

神力量，长期以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交流与交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深厚文化底

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一统”的思想也在

影响着现代政治文明的建构，给予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一些重要启示。

（一）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

中国史实质上是一部展现中华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与

交融，最终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篇章。这一多

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蕴含着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具体体现了共

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多元”是民族的

多元，其本质体现的是文化的多元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各个民族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各民族之间的多样性

和差异性是普遍存在，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一体”象

征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由 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整体性存在。

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进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一

个相互包容、命运相连，拥有共同民族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

同体。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这种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我们

必须妥善处理“多元”与“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

“多元”是“一体”的前提和基础，为“一体”的形成和发

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其二，“一体”为“多元”的必然趋势

和保障。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妥善

处理好差异性与共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

重大问题。民族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并非割裂存在，而是相互

依存、共生共荣的，中华民族正是一个将差异性与共同性完

美融合的统一整体[6]。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

局，首先，要尊重各民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各民族的

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实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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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平等的前提，其次，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之间

的共识，增强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理解民族文化与

中华文化之间的同一性[7]。

（二）加强文化认同，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同

根脉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

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各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

化的底色。加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是促进民族平等和民族团

结的根脉和灵魂，是在民族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凝聚共识，在

差异性中寻求同一性[8]。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

园，文化认同可以用说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五千多年的

文明延续到今天，是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一直支撑

着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

文化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不断推动理论与实践

创新的根脉，新时代，必须要加强文化认同感，继续继承发

扬并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深化民族共同体理论夯实思想根基。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唯有通过增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促进各民族之间

的紧密团结，我们才能将中华民族建设成为一个拥有更高认

同度、更强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9]。

（三）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抓手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为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深化各族群众的爱国

情感，使爱国与爱党、维护祖国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民族文化认同向中华文化认同的升

华。“大一统”理念作为维系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格局的核

心思想，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切期望。国家是中华

各民族共同的生存家园，也是中华文明深深扎根的沃土，而

中华民族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体，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

化，这一文化见证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

进程。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大一统”思想在维护国家

统一方面的凝聚力作用，深入挖掘和展现各民族在共同创造、

发展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族团结的客

观事实和宝贵经验。同时，我们还应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儿

女在实践中形成的伟大团结精神，进一步发挥爱国主义的联

结纽带作用，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

理念，增强“五个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

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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