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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举措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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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归属意识、身份意识、认同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

识.俄罗斯通过客观阐释历史,强调历史的统一性,唤醒俄罗斯民众的归属感;以传统

价值观作为凝聚人民精神的纽带,强化各民族群体的身份意识和认同意识;弘扬民族英

雄的高贵品质,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对历史人物与事件暂搁争议,提倡民

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等举措铸造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应进一步阐释大一统的客观

历史,凝聚民族共同体的身份意识;明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铸牢各民族的认同意识;强

化国家能力,增强民族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奉献意识.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共同体意识;举措;启示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００２－１６９８．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８

民族共同体是由民族、部族以及一定数量的民族群体组成的,在一定地域内

形成的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１〕

构建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社会学家认为,在现代

国家的共同体中,所属各民族群体心理能够确认自身归属感,即能确认“自己属

于哪个国家”,并对所属国家进行积极评价(认同)的,仅仅形成了构成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基础,处于第一个层次.〔２〕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级形式则表现为所属各

民族群体不仅能够认同、积极评价所属国家,更能在情感上自觉地承担作为公民

的“职责、义务”.〔３〕从上述的分析看出,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表现为归属意识、身
份意识、认同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等多个维度.各民族群体如果仅仅具备

归属意识、身份意识、认同意识,这说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只能

—６７—



说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素已被“铸造”.在具备归属意识、身份意识、认同意

识的同时,各民族群体具有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则构成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更高

级阶段,是处在“铸造”基础上的“铸牢”阶段.
作为国家巩固统一,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现代国家均注重对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由于发展阶段、国情、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约,世界

上有些国家处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造”阶段,有的则处于进一步“铸牢”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阶段.

一、俄罗斯在铸造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上的挑战

上个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激进的苏联政治改革最终瓦解了苏联,并在原有版图

上出现了以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为主体的独立主权国家.独立初期,各国思想上

的真空状态受到政治思潮多元化的侵扰,国家内部均不同程度存在着社会贫富

差距的加大、社会阶层的裂变等事实.更为严峻的是,作为民族国家,民众普遍

缺乏“身份意识”,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独立后的俄罗斯可堪称典型.
具体来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裂

变为寡头、执政精英、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

多个层级.与少数富豪相比,俄罗斯占有较大比重的阶层包括占１３．１％的贫困

阶层、〔４〕占１５％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２００多万脑力雇佣劳动者.〔５〕

国家的剧变、激进市场化的改革、自由化的思潮、多元化的诉求,俄罗斯社会

至今既没有出现国家层面的统一的“政治思想”认同,更缺乏统领国民思想的价

值体系.思想迷茫、身份意识的混乱、道德环境的失范、社会一盘散沙成为当今

俄罗斯的现实写照.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公民在面对族群的、地方的、宗教的、职
业的等诸多身份认同面前迷失,找不到自身的归属感.

虽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打压,使俄罗斯民众产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
愤懑情绪,有利于激发公民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意识,但各民族群体的向心力

不足,国家依然缺乏足够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力量.社会调查表明:在构建民族共

同体意识所存在的诸多消极因素中: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占３９％、人们

缺乏统一目标占１４％、民众间的恶意相向占７％、多民族社会占６％,以及贫富

差距大占１６％的比重.〔６〕与之相反,能够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因素所占

比例极少: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能力为１６％,在艰难时期的团结能力为１５％,对
国家元首及其执政方针的高度信任为９％.〔７〕混乱的社会认知状态使只有约２/３
的俄罗斯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俄罗斯,其他的则认为自己是苏联人,有的甚至不

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国家.〔８〕如何重新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俄罗斯不得不承认这

项任务“十分复杂并且十分严峻”〔９〕,并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改善.

二、俄罗斯铸造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举措与成效

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俄罗斯的现实进行了审时度势的思考,开始采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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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措帮助俄罗斯民众寻找对国家的归属意识、身份意识、认同意识、责任意识

和奉献意识.其归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１．客观阐释历史,强调历史的统一性,唤醒俄罗斯民众的归属感

俄罗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对于历史的评判反映出俄罗斯精英的执政

理念.对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混乱局面,政治精英们开始重拳出击整顿

历史领域的乱象.包括成立专门的反对篡改历史委员会、统一中学历史教科书、
组织学术会议探讨重大历史问题等措施,力求正本清源,还原历史本来面貌.

俄罗斯总统特别强调了客观、公正对待历史的重要性,认为当前俄罗斯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任务是“客观认识历史,开展打击篡改历史的行为”.提出:
“不顾历史的真实,随意篡改历史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会导致社会的分裂”.为了

拨乱反正,总统个人也以身作则,在发表重大公开言论前亲自查阅历史文献,以
保障其阐述历史问题时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他甚至在与全俄“２０１５年

度教师大赛”获奖教师座谈中谈到了自己学习历史的方法,“我不仅是阅读,当有

重大的公开演讲时,我会查阅历史书籍,我会翻开书,手拿铅笔,挑选”.他说,自
己会见当代历史学家的次数比阅读他们作品的次数还要多.〔１０〕

纵观俄罗斯历史不难发现,在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同转折时期,新一代的国

家精英的治理取向和治理策略具有颠覆过去、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的特征.如彼

得一世改革、二月革命、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全盘西化等激进的改革,无不是

对上一阶段政治改革的全盘否定.与此同时,这种否定过去的激进“改革”还对

当今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割裂了历史发展的

连续性,使其断层化、碎片化,加剧了社会各群体对国家认知的混乱,对俄罗斯各

民族群体的归属意识、身份意识和认同意识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总统普京执

政以来,虽然遵奉了自由主义的宽松政策,在做出重大决定时,也注重征求各方

意见,但又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捍卫历史,坚守“统一的”“连续发展的”历史观.明

确指出:“历史上既不存在一个新的俄罗斯,也没有一个旧的俄罗斯,俄罗斯只有

一个,就是那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俄罗斯,我们都是她的孩子.”〔１１〕２０００年１２
月普京还力排众议,决定用苏联国歌旋律作为俄国歌,并用红旗作为俄军军旗.
提出:“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象征性标志从原则上是错误的”,否定它就会使整个

民族“数典忘祖”.〔１２〕

为了凝聚俄罗斯民族共同体意识,俄罗斯当局在客观阐释俄罗斯历史的基

础上,弘扬俄罗斯历史的“大一统”思想,在梳理国家治理的传统智慧中,突出个

人、民族与国家历史命运的同一性.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俄罗斯总统在视察俄罗

斯联邦楚瓦什共和国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俄罗斯民族”这个概念:“我们完全可

以把俄罗斯人民看成是统一的俄罗斯民族这是被我们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的”.〔１３〕针对俄罗斯国家多民族成分的特点,提出“不管我们属于哪种族群,我们

都是统一的民族”,“多民族历史的统一性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宝贵财

富,应该珍惜”.〔１４〕俄罗斯精英指出:“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作为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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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展的”,“历史是由俄罗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１５〕为此提出:“我们并不排挤

他人,我们也不侮辱和纠缠他人”.相反,我们呼吁所有人团结在国家周围,这些

人包括“认为俄罗斯是自己祖国的人,准备珍惜、呵护和信任祖国的人”.呼吁

俄罗斯人民“不要羡慕外国、不要左倾、不要叛国,为这个国家和国民工作,和我

们一样全心全意热爱她”.〔１６〕这些倡议在铸造俄罗斯各民族群体归属意识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以传统价值观作为凝聚人民精神的纽带,强化各民族群体的身份意识和

认同意识

培育公民对国家主流文化、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是俄罗斯当局凝聚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要举措.俄罗斯总统认为:俄罗斯传统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既
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来源,也是俄罗斯各民族团结的基石.〔１７〕因此,从历史上

看,俄罗斯社会变革想要成功就必须回归本土文化.只有当民众能清晰辨析出

自身的文化符号,才能认同所处的社会,而脱离自身文化根基的政治文化在俄罗

斯是没有前途的,“将会在各种极端性质、破坏性甚至侵略性思想面前,丧失自己

的文化面貌以及道德核心,甚至削弱和毁灭整个民族”.〔１８〕对此,俄罗斯精英深

谙对民族精神进行定位、寻找文化之根的重要性,因为“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与

精神、文化和民族认同相割裂,否则既无法抵御挑战,更无法在全球竞争中取得

成功”〔１９〕.但对于当今的俄罗斯而言,已经不可能回到苏联时期的价值观,而西

方价值观也不符合俄罗斯的现实.
历史虽不可以修补,但精神却可以传承.在梳理千年历史的发展脉络后,俄

罗斯精英认为:“能够取代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只能是最传统的价值观”〔２０〕,而东

正教恰恰可以成为承载传统价值观的载体.正如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基里尔评

论的那样:在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脉络中,东正教“形成了古罗斯东正教兄弟般的

民族大家庭”,可以使“兄弟般的斯拉夫民族能在古罗斯空间保持团结,保证他们

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精神和文化联系不会动摇”.〔２１〕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东正

教还“传承俄罗斯精神、帮助俄国在历史转折的复杂关头找到社会的和谐,以及

起到维护国家统一和公民团结的作用”〔２２〕.正是因为有了东正教,“任何暂时的

麻烦和考验、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切断基辅罗斯继承者之间悠久的精神和文化

联系.”因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有东正教才能发挥着“促使族际间和解,帮助

人们战胜仇恨”的积极作用.〔２３〕而在俄罗斯面临“外敌入侵、内部纷争,以及困难

时期的复杂关头”,东正教的修道士和牧师成为了“外敌入侵和内部纷争困难时

期的支柱和支持者”,“爱国主义、民族和道德热潮的激励者”.〔２４〕

近年来,为巩固并发挥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的政治地位,俄罗斯国家领导人

都会在每年的复活节、圣诞节出席东正教的传统庆典活动,发表重要讲话,并年

年为东正教教主筹备隆重的生日庆典.

３．弘扬民族英雄的高贵品质,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的价值观多元,自由化的改革使得民众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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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价值判断的自由度大大增加,多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彼此碰撞.其中,在面

对个人与集体、竞争与协作、功利与伦理、索取与奉献的抉择上,民众的自由化、
务实化和个人本位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十分不利.

俄罗斯将爱国主义教育也视为有效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通过对国家历史

文化的传统与经验进行分享,以爱国主义意识为核心,凝练民族团结意识.俄罗

斯在阐释、还原历史的本来风貌中,突出国家、民族与个人命运的同一性,善于从

英雄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里汲取养分,特别注意弘扬公民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奉

献意识,并将其作为优秀的民族性格和品德加以彰显.２０１７年,在克里姆林宫

纪念祖国英雄接待仪式上,俄罗斯总统发表讲话称:俄罗斯历史上“世世代代的

英雄们的勇敢以及为祖国建立功勋的精神”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最重要的品

质”,俄罗斯为那些“拥有为祖国建立功勋的才能、勇气、意志和决心的英雄”,“能
够舍己救人、坚守信念、履行岗位职责的英雄”而骄傲.〔２５〕呼吁各民族团体“传承

英雄的精神,珍惜对伟大战争中的记忆”,以及“无微不至地照顾还健在的老战

士”〔２６〕.这些倡议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起到

了积极作用.

４．对历史人物与事件暂搁争议,提倡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俄罗斯精英认为作为数百个民族人民共同的家园,“多民族的和谐统一是俄

国的绝对性优势.”而民族及宗教间和谐,“是俄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２７〕,而“团
结”又是宁静、平安和体面生活的基础.〔２８〕对此,要善于“在历史中看到团结作

用而非纷争的根源,这才是俄国社会成熟的标志”〔２９〕.历史问题“不应成为各个

权力群体意识形态之争的工具,为避免个别势力煽动意识形态之争,应该加以搁

置”.〔３０〕

进入２１世纪,俄罗斯官方在社会文化领域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均以促进民

族团结与和谐为目的.２００４年,俄罗斯联邦法律就将每年的１１月４日设立为

“人民团结日”;２０１２年又成立了隶属于俄罗斯总统的、以“继续完善国家在民族

关系领域的政策”为目标的民族关系委员会〔３１〕;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莫斯科举办以“我
们团结一心”为主题的团结日庆祝活动.〔３２〕此外,在大量修建纪念碑、修缮寺庙、
教堂等公益活动中,也突出了社会和谐的主题.正如俄罗斯文化部长梅津斯基

指出的:“我们所建的每一座纪念碑都是为了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３３〕

５．铸造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积极的成效

应当说,近几年俄罗斯当局在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举措取得了积极

的成效.俄罗斯著名的社会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了俄罗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

建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首先,俄罗斯民众增强了归属意识.２０１５年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开展的

“当代俄罗斯的身份认同:维度、挑战与答案”的调查显示,多数民众认为自己的

首要身份是“俄罗斯人”,并引以为豪(６３％);能够准确说出俄国旗的三种颜色以

及颜色排序的人从２００４年的５４％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７０％,准确说出俄国徽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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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人从８３％上升到８６％,而能准确唱出国歌开始几句歌词的人上升最快,
从１９％上升至５４％.〔３４〕

其次,“爱国主义”理念得以弘扬.调查中,认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的受访

者占８０％.俄罗斯总统认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在保护俄罗斯民族的多样

性的同时,已经在民众中成功地强化了国家的主权意识,防止了爱国主义原则的

遗忘和贬值”.〔３５〕

第三,传统价值观受到重视.正如俄罗斯总统所言:俄罗斯社会已经开始意

识到,“将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的进程植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要性”,〔３６〕传统文

化已经渗透到俄罗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调查显示,俄罗斯人的择友取向中,排
名靠前的选项有:传统道德原则与人的价值(７４％)、个人素质(８２％)、共同利益

(７６％)、性取向(５６％)、民族成分(３７％)、社会地位和物质水平(３６％)等.〔３７〕

三、俄罗斯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中国的启示

当今世界,如何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意识、身份意识、认同意识、责任意识

和奉献意识,铸造或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每个现代国家面临的“共性”挑战.
中国与俄罗斯一样,也是历史悠久、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

上个世纪,苏联与中国两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造在逻辑起点和发展脉络上有

诸多相似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国作为“被压迫民族

的共同体”,都有争取自由独立与解放,并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以及建国后确立

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地位.
第二,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在取得民主革命的胜

利后,两国将各民族群体从阶级压迫和不平等的制度中解放出来,确立了社会主

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

权组织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确立了按劳分配的制度等.

第三,相似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策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加强了共产

党的领导权,建立了相应的民主集中制;用计划手段对资源进行调配;构建了“全
覆盖、国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塑造“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建立

相应的民族自治制度等.
必须看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俄两国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经过二十

余年的发展,如今的俄罗斯与中国已站在不同的发展起点上.
俄罗斯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面临的问题较多,也较为严峻.这主要是

因为俄罗斯在历史上的多次改革都有“否定一切”的政治取向,没有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扬弃”观等科学思想为指导改造现有社会,破坏了政治历史发展的延续

性.最终导致社会各个族群信仰缺失、认识模糊、精神涣散、文化迷失、责任和奉

献意识受到削弱、找不到对祖国的“归属感”.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族共同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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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建构起点低,尚属于“唤醒”“培育”“重启”阶段,即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造”
阶段.而最终实现将个人命运、民族命运与国家盛衰相连,培育俄罗斯公民对国

家的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在全民族形成团结统一、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实现更

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即走向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阶段还任重道远.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国家在不同阶段成功地保障了

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连续性,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繁荣,各民

族群体的归属意识、身份意识、认同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建设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在成功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族共同体意

识得以铸造,人民的精神境界获得极大提高,各民族群体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精神空前高涨,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向

“铸牢”阶段迈进.
但在另一方面,虽然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

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保障了中华

各民族群体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但伴随着改革开放,传统的社会结构遭到消

解,区域性发展的不均衡、阶层分化与冲突加剧、社会利益主体和诉求的多元化、
民族自决意识增强、弱小民族“相对剥夺感”的存在、民族地区“三股恶势力”的肆

虐等,都对进一步“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挑战.这意味着在新时代背景

下,中国在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努力.就目前而言,中俄

两国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方面均出现问题,虽然两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
在性质上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俄罗斯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举措对于中国的启

示意义在于:
第一,进一步阐释大一统的客观历史,凝聚民族共同体的身份意识.
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聚合性的意识,首先来自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对共同

体的一种稳定的归属感.研究表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不是源自于自发的

政治效忠意识,而是来自近乎承袭下的族群认同,源于共同祖先的扩展性血缘团

体.正如１８７０年恩格斯在«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一文中指出的:“我们

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
这一方面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
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

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３８〕由此,客观阐释中

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格局,以及各个族群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对铸牢民

族共同体意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本身就孕育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

主要表现在:数千年以来,国家不断演进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建锦

绣河山、共扬民族文化的历史;近代以后,是各民族为救国图存、争取独立解放过

程中同仇敌忾、相互协作的历史;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各民族群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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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工农联盟为主体利益的共同体”.尽管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受到社会主

义建设初期国内外条件的制约,在社会领域还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

差别.但与获得解放前的生活状况相比,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经济

上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更不会因肤色、性别、宗教等因素而被剥夺参政

议政的权利,人民的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高,国家在铸造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取

得长足进步.可以说,公民的归属意识、身份意识、认同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

识在这一时期不断高涨,铸造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较大成就.
应当承认,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客观存在的“大一统”历史,还在经典的历史文

献中不断得以明证:梁启超早在１９０５年就对“多民族的有机统一体”做出阐释,
提出了“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３９〕的观点;孙中山在

民国时期构建的“五族共和”的政治纲领,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费孝通概括

的“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４０〕的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特征,都对 “大一统”为特征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见证.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撸起袖子加油干精神的感召下,更需要继续强

化中华民族历史统一性,突出各民族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在巩固、繁荣中

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客观展示在千年来中华历史中本质的、必然

的、稳定的“大一统”状态,巩固各民族群体的“大一统”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百年目标而努力.
第二,进一步明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铸牢各民族的认同意识.
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单纯以宪法认同为核心建构公民国家认同意识,

无论是俄罗斯弘扬的东正教精神底色的价值观,还是建国历史时间很短的美国,
都不否认传统宗教文化底色的价值观对多元文化意识的引领作用,以中华文化

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同样也不例外.
如上所言,客观阐释并确认国家多元一体的历史,对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起

到关键性作用.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也是凝聚众多次生文化群

体、凝练各民族群体的价值认同的过程.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梅涅克所言:与民族

的政治忠诚、政治效忠为特征的“政治民族”相比,民族对文化的忠诚具有更强大

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因为,“政治民族只能属于一个主权国家,而文化民族则可

能是主权民族国家之下的次群体,甚至可能是分布在不同国家甚至没有自己国

家的民族之中”.〔４１〕这种共同价值体系是历史上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一脉相承

的,具有高水平的族群同质性、稳定性和强大的凝聚力量,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样,中华文化兼具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征.中华文化的血脉也是汲取各

民族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产物.〔４２〕深入中华文化血脉,增强民族文化

的引领作用,尤其不能割断中国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和底蕴.其中,汉语作

为千百年来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是理解中华文化的钥匙,必须进一步发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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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载体的汉语语言;与此同时,鉴于儒家思想体系作为始源于中国并对东亚乃

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思想与哲学体系,注重发挥儒家文化底色的价值

观对多元文化的引领作用,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底蕴,与其他思想文化一起,融
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构筑中华民族各民族群体的精神伦理家园,也是非常

必要的.
第三,继续强化国家能力,增强民族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奉献意识.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愈是强大的国家,愈有卓越的整合能力,也愈能增强国

民的凝聚力.俄罗斯对公民归属意识、身份意识、认同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

的培育,更多来自政权上层精英的思想重视和现实推进.
王绍光和胡鞍钢曾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中,对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

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称为国家能力.其中,国家能力可以概括为四种能力:第
一,汲取能力,即国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第二,调控能力,即国家指导社

会经济发展的能力;第三,合法化能力,即国家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制造共识,
进而巩固其政治地位的能力;第四,强制能力,即国家运用暴力手段、机构、威胁

等方式加以维护的能力.〔４３〕当前,加强四种能力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合法化能

力”,对于在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得十分关键.
当前,由于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受到思潮多元化的冲击,在思想领域重评历

史、细说以及戏说历史,在所谓“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对改革进行述评,对伟大的

历史人物、民族英雄的扭曲评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割裂了中华各民族群体历史

认同的一致性,对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对此,加强国家话语体系建

设,正本清源、还原史实,增强民族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弘扬团结、奉献

和自我牺牲精神,也是强化国家能力,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之义.

四、总结与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要求,是继２０１４年９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４４〕提出的“建设各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的再升华.它预示着,在
新时代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途径,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只有铸牢

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使中华各民族凝神聚气、举旗定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创造繁荣与辉煌.
当前,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在铸造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取得了非凡

的成就.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

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４５〕正是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个民

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激发了中国人民为实现小康社会而努力奋

斗的自豪感和奉献精神,推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了“强起来”的历史

征程.今天,仍需进一步重温历史、彰往察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各民族群体的

—４８—

学术界２０１８．１学科前沿



归属意识、身份意识、认同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推进各民族从利益共同体

向命运共同体转变,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

注释:
〔１〕〔苏〕ИП查麦梁、赵龙庚:«苏联人民的民族结构及其变化规律»,«民族译丛»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２〕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２页.

〔３〕吴俊:«政治伦理视域中的爱国主义与公民认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４〕ЗюгановГ．А．ПоложениерабочегоклассавРоссииизадачи КПРФ поусилениювлиянияв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среде,http://kprf．ru/party－live/cknews/１３４９５０．html,１８октября２０１４года．Наумоева．Т．

В．Научная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вновойРоссии．МФРАН,２００８．с．５２．
〔５〕Наумоева．Т．В．Научная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вновойРоссии．МФРАН,２００８．с．５２．
〔６〕〔７〕Числороссиян,считающих,чтовРФестьнародноеединство,снизилосьна１０％,３ноябр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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