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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涵、价值与路径

张国启,蔺叶坤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摇 510640)

摘要:生活叙事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化的表征、阐释及传播方式,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铸牢冶于人们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的重要实践举措,其旨在体现以生活境遇揭

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脚本、以生活具象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核、以
生活话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认同并最终实现“铸牢冶目标的实践过程与行动

逻辑。 从价值彰显之维看,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理想的意图冶的大众化阐释,内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想的力量冶的持续性增

强,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想的效果冶的日常化呈现,从而在具体实践中通过“统

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冶,持续为引领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激发磅礴

力量。 从实践路径之维看,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多要素协调配合的

过程,以“形冶塑“意冶,绘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释图谱;以“术冶拓“域冶,增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张力;以“情冶促“信冶,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动力,在“解

释世界冶和“改变世界冶的有机统一中,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最大化,积极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价值理念形态真正转化为“现实生活的表现冶。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叙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意图;理想的力量

中图分类号:D633;J021摇 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文章编号:1671 4970(2023)03 0048 09

摇 摇 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通

过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表征、阐释及传播方式,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冶于人们生活

世界和思想世界的实践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
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1]46。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千百年来各族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形成

的一种群体意识,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
道德律令及价值追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

否被“铸牢冶,被人民群众认同践履,并进一步

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影响力拓展深

化,关键在于其能否被现实表征、合理阐释、广
泛传播及有效激发出“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冶。
如何将这种经过历史传承、高度凝练且“宏大

叙事冶的价值理念链接到人民群众日用而不察

的认知图式及价值信仰体系,实现“理论掌握

群众冶和“群众运用理论冶的有机统一,其叙事

方式起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
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冶 [2] 这一论述

一方面阐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价值观生活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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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理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也为生活叙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晰了路径。 通过生

活叙事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意蕴和

价值图景,最大限度地展现和提升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叙事效果和道义力量,对于党和国

家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各族群众共同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内涵阐释

摇 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

标识之一,是千百年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

长期融合发展中所形成的血脉相连、文化相通、
信仰相融、价值同构的一种群体共生意识和民

族发展智慧,是对当下与未来具有重要作用的

精神力量、道德律令及价值导向。 生活叙事则

是对“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一种叙

事形态冶 [3],与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冶范式相

比,生活叙事主要指人们运用日常生活经验进

行揭示及表征的一种方式,强调从“现实的人冶
生活过程的细微之处进行切入,不仅关涉了人

在生活世界的意义呈现,更凸显对人的思想世

界与情感世界的关照、建构及形塑,具有极强的

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生活叙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生活

叙事达到表征、传递价值理念,并使这种理念逻

辑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 生活

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命题关键词

之间的关系看,“生活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冶的实践寓所,“叙事冶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冶的表征方式,而“生活叙事冶则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冶生活化的表征、阐释及传播

方式,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的重

要途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与“生活叙

事冶的组合,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

征并不拘囿于“宏大叙事冶范式,而是追求以一

种生活化的表征、阐释及传播方式实现价值理

念在人民群众生活世界的“走深走细走实冶。
换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与“生活叙事冶
的结合,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一种自

上而下“宏观的价值理念弘扬冶到自下而上“触

动人心底的力量冶的“实践转向冶。
概言之,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发展

并遵循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内容、具体样态、表
达惯习进行表征、阐释及传播,旨在实现该价值

理念“扎根冶于人们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实

践诉求与价值意图。 全面理解和系统把握其逻

辑内涵,需进一步厘清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运行机理与律动规则,剖析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叙事“叙什么冶 “怎么

叙冶“达到什么样的叙事目标冶等基本问题,即
明确叙事脚本、叙事方式、叙事效果。 马克思曾

言:“概念也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中介环节。
……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出来;而且,形式只

能是内容的进一步的发展。冶 [4] 对于概念的理

解,既离不开相关内容的支撑,也离不开基于内

容而衍生的特定形式,而对于生活叙事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详细阐释,也需要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叙事的内容、形式等

要素入手。 因此,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体现以生活境遇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叙事脚本、以生活具象表征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价值内核、以生活话语增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广泛认同并最终实现“铸牢冶目标的实

践过程与行动逻辑。
1. 以生活境遇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叙事脚本

生活境遇作为对人们社会生活过程和环境

的总体反映,涵括了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具体

内容,其丰富的资源宝库,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生活叙事的脚本来源,明确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叙事“叙什么冶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

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

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

和反响的发展。冶 [5]152 “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冶的

“现实生活过程冶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叙事脚本,通过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应随着“现实生活过程冶的具体演绎

和时代变迁,在叙事脚本嬗变和革新中彰显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伟力和精神动能,有
效实现对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解释和引领。 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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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叙事也处于

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其内容表征

也凸显不同。
从历时性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生活叙事脚本伴随各族群众生活境遇由生存向

生活的变迁而转变。 在古代中国,相对封闭的

地理单元、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及生产方式,促使

区域内各民族为了寻求生存保障和生活所需,
密切交往、交流互补、彼此认同,以“大一统冶理
念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强大精神纽带,秉持“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冶的共同体意识,开创了“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冶。 聚焦于近现代,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叙事脚本,经历了人民群

众对于生存的渴望、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期盼、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追求、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向往等生活境遇的现实转变。 呼吁各民族

联合起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

命和对内推翻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冶,解决人

民群众生存问题;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冶,动员人民群众改善物质生活;
号召“珍惜和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

义民族关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

力冶,以促进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双重诉求的实现;进入新时代,“鼓励共同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冶 [1]46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叙

事的动机和脚本。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与发展历程表明,人民群众生活境遇的改变决

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叙事脚本的守

正创新,从而成为各个时代激发人民群众产生

源源不断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2. 以生活具象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价值内核

生活具象,主要指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可接触、可感知的具体形象、物质或活动,它
回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叙事“怎么

叙冶的问题。 在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过程中,生活具象是载体、介质的工具性存

在,主要承担表征、表意功能,相较于生活境遇

的庞杂内容,生活具象简单明了、形象生动的表

征特质,一定程度上不需要逻辑论证与深度究

诘,就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冶 的核心价值以

“视觉形象冶生动地投射到人们头脑进行运演。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

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

物。冶 [5]161从事实逻辑出发,社会意识是由社会

存在决定的。 生活具象是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

与运演工具,生活具象隐喻着一定“观念的上

层建筑冶,其可以进一步实现意识形态的生成、
表征及传播。 从发生学出发解析意识的作用机

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最先表现为“感觉

皮层之表象体验冶,也就是说,人们在自我认知

结构中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观反

映,必须先经过感官的表象刺激,这是人们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理性认知必不可少的环

节。 因此,运用生活具象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价值内核,具有现实可行性和阐释互通

性,人民群众通过对生活具象的表象认知实现

对隐喻其中价值内核的理解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做过这些具象描述:“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

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冶 [6]244 “56 个民族拧

成一股绳冶 “一块坚硬的钢铁冶 “全国一盘棋冶
等。 习近平总书记巧妙运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中的现实具象,形象、生动、贴切地阐明了中华

民族“共生共通共融冶的关系,这些作为对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内核较为形象的诠释,同
时也间接体现了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具象表征路径,以生活具象表征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使其“更加清晰、更加科

学、更加可感可行冶。 这样的叙事方式既具有

较强亲和力和感染力,又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感

召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唤起人民群众的理

解共情,是缘于其契合人们先于感性的思维方

式和认知规律,以日常生活中的具象形态迅速

勾连起人们的生活现实、认知经验及思维方式,
在想象置换、知识迁移中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价值内核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坚守。
3. 以生活话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广泛认同

生活话语与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相对应,在
具体话语表达、叙事风格及内容阐释中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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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生活气息,凸显了“以言行事的力量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传播、价值拓展及

意义深化,离不开叙事话语的形塑和支撑,可以

说,人民群众感性的精神文化诉求和社会心理

诉求需要通过特殊的话语表达形式为价值理念

的广泛传播建构一种通俗易懂的意义阐释框

架,为“理念变革现实冶提供更为直接的话语力

量。 而缺少生活话语的生趣和叙事主体富有生

活化、大众化、个性化的话语解读,抽象的价值

理念和思想主张无法顺利下潜至普通大众的生

活世界和思想世界实现“铸牢冶目标,难以被人

民群众“听得进、记得住、传得开、用得上冶。 因

此,将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与抽象的价值理念

有机融合成一种可通约的生活话语系统,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广泛认同的必要手段。
相较于传统社会各族群众“大杂居冶“小聚

居冶生活惯习的精神联结方式,现代社会大众

的精神凝聚主要依靠“心灵相契冶的价值信仰

系统及“话语相投冶的符号表达系统。 马克思

指出:“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

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
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冶 [7] 在马克思看

来,语言、话语本身就是作为共同体的存在而存

在,体现了共同体“思想的直接现实冶,实质上

就是人们“交往交流交融冶的产物,在互动中通

过共同的语言、话语慢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冶的群体意识和价值信仰。 这种共同的话

语不仅仅通过一个国家通用语言加以体现,还
体现于共同的生活话语。 生活话语是基于人们

日常生活的经验性凝练与习惯性思维表达的话

语符号组合,具有较强的直接性、情感性、生动

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结在人们的生活

习惯、文化风俗、实践方式中,转化成一种口语

化模式的话语风格,可以有效凸显这种价值理

念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情感关怀和现实关

照。 “团结就是力量冶“众人拾柴火焰高冶“人心

齐,泰山移冶等生活俗语、谚语皆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生活话语的生动体现。 这些脍炙人口

的生活话语以其通俗化、大众化、形象化的表达

方式,摆脱了传统价值理念表达与阐述的概念

化、僵化的刻板印象,切实拉近了价值理念与人

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而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思想精髓也更容易领悟。
综言之,生活话语有助于人民群众在社会

生活中的顺利交往,确保思想得以交流统一、情
感得以沟通凝聚、价值得以理解认同,消除因文

化、族群、地域不同带来的不利影响,跨越“自
我冶与“他者冶、“我族冶与“他族冶之间的理解鸿

沟,使人民群众在对现实生活“共通共融共享冶
中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认同进而

实现“铸牢冶的目标诉求。

二、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价值彰显

摇 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在实践

中形成的一种生存智慧和价值理念,兼有“解
释世界冶和“改变世界冶的价值意图。 马克思曾

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

的精华。冶 [8] 以此,深刻把握、准确表征并合理

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的精神上

的精华冶,从根本上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实践诉求和价值意图。 生活叙事则是

彰显及推进这种实践诉求和价值意图实现的重

要实践方式。 恩格斯提出:“外部世界对人的

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
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

意图 爷, 并 且 以 这 种 形 态 变 成 ‘ 理 想 的 力

量爷。冶 [9]238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的意图冶是对

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和价值预设,而这种意图

一旦被人们经过现实生活验证及认同之后,就
会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指引着人们改

造现实、创造未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

成及作用机理也即如此,其正是基于中华民族

这一现实存在的观念反映,不仅是中华民族五

千多年生存、发展的经验总结、逻辑提升及思想

精髓,指引着各族群众维护和改造中华民族共

有家园的现实指南与精神力量,更是以一种价

值信仰的方式引领着各族群众朝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奋勇前行。 因此,运用生活叙事有效推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想的意图冶的大众

化阐释与“理想的力量冶的持续性增强,促进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想的效果冶的日常化呈

现,在具体实践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冶,持续为引领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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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发展激发磅礴力量,则充分体现了生活叙

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旨趣。
1. 生活叙事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想的意图冶的大众化阐释

生活叙事本质上是“解释世界冶的实践活

动,其遵循日常生活的事实逻辑和形式逻辑加

以运行,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想的

意图冶能否得到大众化阐释,从而能否被人民

群众有效领会和认同。 立足新时代,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理想的意图冶,主要体现于其对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华民族统一思想认

识、凝聚广泛共识、引领伟大实践、实现伟大梦

想的重要导向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
想的意图冶在与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人民群

众的生活理想相伴而生中实现价值互嵌,其出

场总是以一种基于生活现实而又高于生活现实

的抽象形式、理论形态,成为引领人民群众团结

奋进的价值指南。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

体表征过程中,生活叙事既考虑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想的意图冶的至上性、前瞻性,又关

注日常生活的现实性及人民群众认知方式的惯

习性、规律性;既善于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叙

事方式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想的意

图冶的深刻意蕴,指引人民群众将“理想的意

图冶慢慢转换为群体持久稳定的社会心理、价
值追求和行为方式,同时善于运用各族群众通

过团结奋进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来阐释“理想的

意图冶,用事实逻辑使这一价值理念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普遍性“在场冶,进而持续增强“理想

的意图冶的信度。
因此,通过生活叙事建构出既符合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大众化阐释要求,又与人民群

众的生活现实相契合的表征形式,是形成“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冶生动局面的现实理路,
是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想的意图冶的

逻辑必然。 换言之,生活叙事构成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理想的意图冶大众化阐释的中心

环节。 总之,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意味着价值理念的“理想的意图冶由“小众

化冶通晓逐渐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最

终成为引领人民群众“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冶的
精神旗帜和价值指南。

2. 生活叙事内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想的力量冶的持续性增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否持续性增强“理
想的力量冶以实现“改变世界冶的价值诉求,关
键在于其如何通过生活叙事推动“理论掌握群

众冶及促进“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冶。 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

力量。冶 [5]9可以说,生活叙事是实现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理论掌握群众冶,进而发挥“物质力

量冶或“理想的力量冶改造客观世界的关键步

骤。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表征及传

播过程,运用贴合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表征方

式,反映这种价值理念的科学性和彻底性,凸显

现实阐释力,强化实践引领力,彰显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价值意图,使人民群众在理念与实

践相统一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象征

价值冶向“现实价值冶的有效转化。
生活叙事的现实阐释力以体现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对人们现实生活的有效解释与利益关

照为目标旨归。 恩格斯指出:“概念并不无条

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

己的概念。冶 [9]666价值理念如不加以合理化阐释

及广泛化普及,就无法被人民群众有效理解和

具体运用,更不会成为引领现实的 “物质力

量冶,而生活叙事的实质是遵循人们日常生活

的实践内容、具体样态及认知惯习,对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进行再阐释。 通过生活叙事,下潜

剖析深层次的生活现实,在梳理历史经验的基

础上把握现实生活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明
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生成、发展及赓续对

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切实影响和利益诉求的积

极回应,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愿景做出符合社

会发展规律的合理解读和广泛宣介,坚持用不

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人民群众

“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冶,而这也被视

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实阐释力的有力论

证。 从实践引领力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生活叙事展现了对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实践

引领及对时代问题的有效解决,“赋予所有改

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 识 的 意

义冶 [6]246。 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过程,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抽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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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逐渐转变为具体行动指南的过程,用具象

化、生活化的话语体系与其他符号表征系统引

领人民群众自觉地把该价值理念作为精神指

南、价值标准、行动标尺指导现实生活实践,并
在实践中持续确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社会

生活的引领价值、对个体发展的提升价值及对

整个社会的整合价值,不断激发“理念变革现

实冶的强大动能,由此凸显了生活叙事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所在。
3. 生活叙事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想的效果冶的日常化呈现

通过生活叙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
想的效果冶进行日常化呈现,有效化解价值理

念“悬浮冶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上的问题,这需要

激发出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刻的认同感和获得

感。 生活叙事不拒斥其他叙事方式,而是在充

分汲取其他叙事方式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实现

叙事主体转向和叙事策略灵活运用,建构一种

契合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分析解释框架。
依据时代主题转换、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变革

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传播及践行的客

观要求即“铸牢冶的目标诉求,以各族群众的生

活内容为依据、价值图景为导向,实现生活叙事

效果的日常化呈现,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吸引力、影响力及感召力,切实提升人民

群众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一方面,生活叙事影响了叙事权力的下移

与扩散,实现叙事主体由上至下、由单一向多

元、由官方向民间、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向,
其最终指向了人民群众叙事主体权力的彰显。
人民群众不再是单纯的“听故事冶的人,同时也

是“讲故事冶的人,人民群众是日常生活的主

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传播及践行的

中坚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元材料冶
则来自千百年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内

容,因此,以生活主体阐释、呈现自我生活意识

具有逻辑可行性及效果理想性。 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被人民群众结合自我生活实践内容进行

重新激活、编码、译解及形塑,这种叙事的主体

位势会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对价值理念的深化

理解与认同践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价值拓展和意义建构提供诸多新思路和主体

阐释资源。 另一方面,生活叙事明确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策略的“通俗化冶路径,
其富有感性化的表达方式迎合了人民群众的生

活方式、认知偏好、情感诉求及心理特征,更强

调从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生活细节着眼,擅长

运用“微叙事冶,实现“以小见大冶 “以微见著冶
的叙事效果。 在叙事内容上,生活叙事通过契

合人民群众的生活逻辑,精心择选人民群众耳

熟能详的历史、时代人物或事件对抽象的价值

理念进行涵化演绎和情感赋活,而人民群众在

叙事和聆听的过程,其情绪被充分调动、情感得

以激发,产生强烈的共情、共振效应,获得感和

认同感得以不断加持。 此时,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不是抽象刻板的“价值条例冶“纪律规约冶,
而是动态运演、柔性可操作的现实指南。

三、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实践路径

摇 摇 生活叙事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

可或缺的方式,同时也是“理论成为现实冶和

“现实趋向理论冶的基本“运行程序冶。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

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

无声爷的事情冶“要有形、有感、有效。冶 [10]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的

这一论述,是基于对人们认知规律及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用机理和律动规则的科学把握,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表征方式实现“扎
根于现实生活土壤冶进而达到“铸牢冶目标指明

了实践理路,“有形、有感、有效冶构成了生活叙

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遵循和践行

指南,即依托生活叙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有形表达、有感体悟、有效转化。 生活叙事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

在于从系统要素的维度提升价值理念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增强阐释力、传播力及践行力。 因

此,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传播及践行环节,以
“形冶塑“意冶,绘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释

图谱;以“术冶拓“域冶,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传播张力;以“情冶促“信冶,激发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践行动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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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识提供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实指导,
使这一价值理念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得以

持续强化和有效转化。
1. 通过以“形冶塑“意冶,绘制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阐释图谱

以“形冶塑“意冶,旨在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丰富内涵及价值内核涵摄于具体可感的形

式、形态、形象,并加以塑形和合理表征的过程。
通过以“形冶塑“意冶,使人民群众在对具体形

式、形态、形象感知中更易于深刻把握及切实体

悟其背后的价值意义。 生活叙事诉诸人的感性

思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建构、价值塑

造某种程度上依托于 “形冶 的赋能。 通过以

“形冶塑“意冶绘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释图

谱,就是客观、真实、立体、全面地阐释及彰显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广

泛共识,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图景。

因此,通过合适的“形冶塑造及表征特定的

“意冶是通过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逻辑前提,这一环节是否顺利运行,直接关

系到人民群众对价值理念能否正确理解和认同

践行。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不是从观念出发

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

观念形态。冶 [5]17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群

众基于中华民族共同生活的主观反映,对其有

效认知及对其“形冶的确定与把握,也需要结合

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加以理解、创新及运用。
一方面,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

形式。 生活叙事的话语并不是要否定已有的表

征方式,借以重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话语系统,而是要将严谨的政治话语和思辨的

学术话语置换为生动的生活话语,运用贴近人

民群众生活现实且通俗易懂的话语,深入浅出

地阐释抽象的价值理念。 此外,善用“讲故事冶
的方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故事,借以

传导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守望相助及命运与共

的价值精髓,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得生动

形象、真实立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爷。 ……要把‘道爷
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

‘道爷,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爷。冶 [11]

相比其他叙事方式,“讲故事冶的话语显得“更
加亲和、更有魅力、更有效果冶,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有机融入故事,阐释这一价值理念的

“道冶,不仅可以动态铺陈中华民族人心相聚、
精神相依的历史记忆、文化图景及价值意图,更
能使这一价值理念“入耳入脑入心冶。 另一方

面,巧用象征形式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意冶。 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从中挖掘

筛选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形式,对其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静态呈现到动态演绎、从
单一符号表达到多元符号互文,恰到好处地塑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及价值精髓,以
便于被人民群众顺利理解把握,从而易于转换为

一种面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现实力量。
2. 通过以“术冶拓“域冶,增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传播张力

以“术冶拓“域冶,明确了生活叙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特定的方式方法、技术手

段、艺术技巧,促进价值理念对人民群众日常生

活领域(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及思想领域的

全方位嵌入。 以“术冶拓“域冶,归根结底是要解

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传播的问题。 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以“术冶拓“域冶有效介入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领域和思想领域,既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追求,是获取价值

认同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夯实我国主流意识

形态阵地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
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
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冶 [12]337 “基础性、
战略性冶呼应方式方法,“关键处、要害处冶对应

技术手段,“工作质量和水平冶锚定艺术技巧,
三者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叙事“理
想的效果冶的路径指南,其关键在于科学运用

方式方法、充分运用技术手段、灵活运用艺术技

巧中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传播的“最
大增量冶。 如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以

“术冶拓“域冶,也需从“术冶的 3 个维度同向发

力、同频共振,在持续拓“域冶的过程中,促成

“理论掌握群众冶的目的达成。
从方式方法而言,立足“国之大者冶 “树立

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冶,扫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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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价值与路径

识传播的“盲区冶。 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既要具备超越逻辑,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冶共情于人类共同价值的

弘扬、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宏观视野,通
过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外宣格局实现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传播;又要从维护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高度,“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

略谋划冶 [13];最终落脚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的普遍意义,“不断掌握新知识、熟
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冶 [12]342。
从技术手段而言,“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冶 [1]44,实现技术赋能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场域拓建、情感营造、内
容塑造,打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最
后一公里冶。 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结合人民群众的社会

生活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代化、大
众化、生活化的传播矩阵,力争实现“受众在哪

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

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冶 [14]的传播

目标。 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效果能

否“出圈冶,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对艺术技巧的

灵活运用。 在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

性、价值性及针对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民群

众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期待,利用人民群众惯用

文化载体将叙事主体想要传达的价值理念与人

民群众想听的内容有机的呈现出来,打造“供
需一体冶的传播格局,以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价值影响力和辐射力。
3. 通过以“情冶促“信冶,激发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践行动力

以“情冶促“信冶,主要指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以一种感性、合乎情理的叙事方式融入人

民群众的感性生活,使人民群众在进行情感体

验时激发出积极的情绪价值,以情感认同促进

价值信仰认同,最终将价值理念落实到日常行

为实践当中。 简而言之,就是以“情冶促“信冶驱
“行冶。 从心理学的维度分析,这是一个由情感

到意志,再由意志到行为的逻辑递进过程。 马

克思认为,人是感性的存在,对对象、现实、感性

要“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做实践去理

解冶 [5]133。 即是说,在生活叙事过程当中,也就

是要契合“感性的人的活动冶,将“诉诸逻辑力

量转向倚重感性力量冶 [15]。 生活叙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主动关涉人民群众的生活

现实、精神生活及其情感需求,以情感为纽带,
实现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感性化阐释、传播,以
情感认同唤询价值信仰认同。 恩格斯强调:“在
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
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

人。冶 [9]253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
样也离不开个体的情感体验和情感意志的培育。

从践行理路看,以“情冶促“信冶的过程实则

是“情理冶统一的过程,即实现“以情动人冶与

“以理服人冶的逻辑互嵌。 生活叙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呈现与功能彰显,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群众的情感驱动与情感调控

机能。 可以说,“没有‘人的感情爷,就从来没有

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冶 [16]。 由此,生
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以
理服人冶的逻辑推演和论证,更少不了“以情动

人冶的情感渲染和化育。 生活叙事主体需运用

话语修辞、叙事技巧创设价值理念传播的心理

情境,以此唤起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

共鸣既是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致性认

知、对自我身份归属的一致性认同、又有对共同

奋斗目标的共识。 而积极正向的心理情境、情
感共鸣不仅有利于人们形成理性认知和价值共

识,提升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自觉,更能使人

们在“情理交融冶中激发出强烈的践行动力。 因

此,推进以“情冶促“信冶驱“行冶,应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融入人民群众的感性生活世界和日常

情感体验,实现认知与情感的有机统一,使这种

价值理念真正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情感世界和深

层信仰体系,为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提供更积极

的情感动能和理性支撑。 由此,激发人民群众主

动践行价值理念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思维,产生有

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的现实行动,从
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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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Value and Path of Life Narrative in Strengthening the Chinese Nation爷 s Sense
of Community / ZHANG Guoqi, LIN Yekun(School of Marxism,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China)
Abstract: Life narrative serves as a represen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爷s sense of community in daily life. It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measure to “ strengthen冶 the
Chinese nation爷s sense of community in people爷 s living and thinking worlds. It aims to embody the
practical process and logic of action of revealing the narrative script of Chinese nation爷 s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life situations, characterizing the value core of Chinese nation爷 s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life contexts, and promoting the widespread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nation爷s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life discourse to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 of “ strengthening冶. From the dimension of value
manifest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hinese nation爷 s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life narrative means the
popular interpretation of the “ ideal intention冶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embodies the continuity and enhancement of the “ideal power冶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reflects the daily presentation of the “ ideal effect冶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o as to unify thought, will, and action in concrete practice , continuously
inspiring the magnificent power to lead the common unity,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cal path, the life narrative is a coordinated process of multiple elements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nation爷 s sense of community by shaping the form to express the meaning,
expanding the dissemination tens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y exploring
the technique, and stimulating the practical power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y promoting the sentiment of trust. In the organic unity of “ interpreting the world冶 and “ changing the
world,冶we strive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nation爷s sense of community,a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爷 s sense of community from a value concept into a “ real鄄life
expression冶.
Key words: the Chinese nation爷s sense of community; life narrativ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deal intention; ide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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