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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文化寻“根冶的实践活动。 文化认同承载的“集体认知冶
“集体记忆冶“集体想象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源码,文化创造唤醒的“身份识别冶“他
者承认冶“互动共生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诠释编码,文化自信强化的“主体叙事冶 “情感

共通冶“价值确证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解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意义拾取、
价值诠释、生成建构等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 从文化

哲学视界研究和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不仅是研究该论题的一个重要思想立足点,
也是需要继续深化拓展的一个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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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成员基于“共
同想象冶达致的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与集体身份归属

意识,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

想根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

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冶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坚

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诉求,为建

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政治方向和理论指导。 管

窥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的现有研究

成果,大致呈现 4 个向度:一是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

同视角解读与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为文化

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国家认同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二是从民族观和国

家观视角回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源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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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代华夏观和文化族类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理论来源;三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角探

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价值,认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四是从战略前瞻视角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途径与方法,认为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多元

与一体、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是建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原则。 综观之,国内现有相关

成果为进一步从文化哲学视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冶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也彰显了从文化哲

学视界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的意义与

价值。
卡西尔在《人论》中曾深刻阐明人是文化的存

在这一命题,已隐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承载主

体需要从“文化的存在冶属性获得意义来源、意义诠

释与意义建构,以强化中华民族成员对特定社会主

流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

“经济—政治共同体冶,也是“民族—文化共同体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

寻“根冶的实践活动。 在文化寻“根冶的过程中,紧系

着特定社会主流文化的承载与价值的指向,紧扣着

共同的价值引领与主流文化的价值支持,折射出特

定社会主流文化的人文价值与精神内涵。 文化不仅

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建构的发动者与

引领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道义合法性与文化编码性的

力量支撑。 为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

诠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导向和实践取

向,正确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活动,
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

实践价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的意义源码

摇 摇 文化认同,简而言之,是一个特定生活区域中的

民族成员对其主流文化的认可与赞同。 文化不是信

息要素的堆积集合,而是有意义的集成系统,也正由

于其为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文化才具有公共性品质。
“过去并非自然生成,而由文化创造冶 [2]。 作为意义

符号的承载,文化预制了人们当下对意义的需求及

其参照框架,文化认同则预制了人们当下对意义的

追寻、认知与判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蕴

含文化寻“根冶 的集体身份认同过程,它是在 “认

知—情感—意志冶的链接序列中生成的实践行动。
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的理性认知、情感生发、价值导

引的“意义源码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参照框架冶。 为此,文化认同有助于实现对中华民

族成员思想观念的价值整合,以“共同文化冶预制的

意义需求及其参照框架规范行动及行动导向。
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共同文化冶,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主

题,以鲜明的先进性、人民性、包容性、开放性等时代

品质发挥凝心聚力、价值引领的文化功能。 它形塑

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
体记忆冶、彰显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冶。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将“我冶与“你冶凝聚为

“我们冶,其内蕴的集体认知、集体记忆、集体想象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价值序列与信号昭

示。 其中,集体认知是集体记忆唤醒、集体想象凝聚

的“生成底版冶,集体记忆是集体认知定位与集体想

象建构的“生成链接冶,集体想象是集体记忆再现与

集体认知明晰的“生成指南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认同为强化“我们的冶价值感知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生成动力。
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冶是对“我们冶身份的认

可与确证,它清晰地告知“我们是谁冶。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成员在共同地域生活

实践的价值提炼,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现

代性凝结升华,是对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与生机勃

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

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是基于“我
们都是中华儿女冶身份认知的文化认同。 身份认同

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公民身份意识觉醒下的价值共识。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在“知冶的固基上清晰

地告知与指引“我是谁冶“我们是谁冶,借此个体明晰

意义指向与意义来源,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现实自觉。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冶是对“我们的冶记忆的

保持与再现,它清晰地回溯“我们从哪里来冶。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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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成员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应,集体记忆不是

记忆的简单个体集合,而是“集体的记忆冶。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成员在历史变迁

中“共同体记忆冶的承载,它让我们明晰属于“我们

的冶历史记忆,清晰地回溯“我们从哪里来冶。 明晰

“我们从哪里来冶是身份认知与身体践行的关键链

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承载“传统冶的文化

行动,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传统“告别冶的
建设历程,个体在“拥抱现代冶中也陷入“我们从哪

里来冶的省思与忧伤。 作为一种文化行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具体实践丰富与充盈着公民的

文化寻“根冶历程,中华民族成员在文化寻“根冶的实

践中对公共理性的运用、公共舆论的形塑、公共精神

的培育均紧系着记忆的底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认同在“根冶的固基上清晰的告知与指引

“我们从哪里来冶,借此个体明晰意义依托与价值基

础,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觉。
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冶是对“我们的冶价值的

赞同与升华,它清晰地指向“我们到哪里去冶。 集体

想象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想象,即是共同体成员对

未来的共同向往与构想,集体想象界分着“我们冶与
“他们冶,也紧紧地凝聚着“我们冶。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以对过去、现时、未来的递进联结形塑

“集体想象冶,凝结为共同体的“集体价值冶。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深层链接彰显着“集体价值冶,它让我们明晰属于

“我们的冶价值领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有现实指向的文化建构活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以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与中国价值的一种

凝练表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集体

归属的价值支撑与精神指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认同在“流冶的指向上清晰的指向“该往哪

里去冶的集体归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理论自觉。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现实载体,充

当着意识形态的现实战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中也呈现一定的现实隐忧,身份认同的模糊、集体记

忆的冲刷、主流价值的式微便是文化认同弱化的时

代显现,“我是谁冶“我们属于哪儿冶的诘问即为现实

隐忧的脚注。 在全球化时空,超国家组织与次国家

集团在与民族国家的力量撕扯中,冲击着民族成员

对于“我们是谁冶的身份认知。 市场化进程中,利益

的多元同样可能使“我是谁冶陷入混沌状态。 身份

认同的模糊无疑会影响中华民族成员的价值立场,
进而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
“现代中国集体记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源自

并不断影响境内民族互动和认同,而跨境、跨海民族

的共同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冶 [3]。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商业化浪潮、个体

原子化倾向的心理需求推动下,历史、传统、记忆均

被冲淡、解构或娱乐化,解构风暴、娱乐化风向将历

史经典、历史价值、历史叙述等碎片化或戏说化。 集

体记忆也在历史、传统、记忆的冲击、解构或娱乐化

中被冲刷或淡化。 集体记忆的冲刷消解了“我们从

哪里来冶的认知,无疑影响着中华民族成员的实践

判断,进而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

觉。 主流文化的式微主要表征为主流文化在面对各

种思潮与文化冲击中呈现出弱化之势。 主流文化是

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是一种国家表达其

主流意志的文化,是一种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 作

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是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精神引领与价值动力。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过时

论冶“无用论冶 “边缘论冶等论调的不良影响与冲击

下,主流文化也面临一定程度的弱化之势,直接影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定位,进而弱化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
“认同不只是心理上的自我承认和相互承认,

而且也指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和社会制度的自我

承认和相互承认冶 [4]。 作为文化寻“根冶的一种具体

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强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 一是强化中华民族身份

认同。 中华民族身份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身份,
中华民族身份是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冶中历

经千百年涤荡中谱写的共同的“名字冶。 中华民族

的身份意识使人们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现代

时空始终能够明晰“我们是谁冶,进而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中实现主体自觉。 二是唤醒中华民族

集体记忆。 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无“根冶的民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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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将民族成员“共享的往事冶沉淀与升华,将
“共享往事冶的主体紧紧地凝聚,使民族成员能够明

晰“我们从哪里来冶。 中华民族历经了近代的沉重

苦难、现代的同舟共济、当代的砥砺共进,有着共同

的苦难记忆与光荣记忆,有着深刻的国家记忆与改

革记忆,唤醒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即要中华民族在民

族记忆共同体的凝聚中明晰来源与方向,进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觉。 三是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本质,它是

不同主体之间的价值转化与渗透历程,也是不同文

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历程,价值认同规定了文化认

同方向与内容,体现了文化认同主体价值倾向性与

价值选择性。 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认同的核心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升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需要大力培育与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成员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认可与共享,在认可与共享框架中确认

其意义感与价值感,谋求其身份定位与价值定位。
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是意义承

载的集合,关乎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知、情感生发

与价值导引,一定程度上定义中华民族的“集体归

属冶,形塑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冶、承载中华民族的

“集体记忆冶、彰显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冶,为中华

民族深刻诠释了“我们是谁冶“我们从哪里来冶“我们

要到哪里去冶的哲学命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意义源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的诠释编码

摇 摇 “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

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继承冶 [5]。 文化创造是文化发展的实质,
文化创造活力往往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一元

与多样的交流碰撞中生发。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主流文化与多元思潮的互动

共生激发了文化创造活力。 文化创造并不是无编

码、无规则的杂乱无章的任意创造,而是有其自创

性、自组织的客观规律性,文化创造正是构成文化的

要素之间遵循文化自身规律而相互作用的秩序创

造。 然而,在多元文化共生共在生态中,是固守“傲

慢式冶的本我姿态、盲从“奴役式冶的他者姿态、抑或

是实现“创造式冶的交融互动姿态,直接影响着中华

民族成员的价值诠释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

建构。 毋庸置疑,固守“傲慢式冶的本我姿态易导向

中华民族成员的一种“傲慢冶心态,盲从“奴役式冶的
他者姿态易滋生中华民族成员的一种“奴役冶心态,
“创造式冶的交融互动姿态滋养着中华民族成员既

不傲慢、也不盲从的一种和谐共生心态,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诠释编码。
文化创造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一元与多

样的交流碰撞中生发,其内蕴的身份识别、他者承

认、互动共生的功能特征实现着多维的平等对话、互
融共通。 管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

实践演绎,呈现出从“我们的冶传统基因中寻根,唤
醒着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识别冶;从“我们冶与“他
们冶的交融中对话,拾获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他者

承认冶;从“我们冶与“你们冶的交锋中借鉴,承载着中

华民族文化的“互动共生冶的鲜明特质,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多元文化共生共在图景中的

价值导向与行动引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现实行动提供了价值视野。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是文化创造的首要题域。 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是文化创造的基础来源,
从“我们的冶传统基因中寻求的“我们冶唤醒着“身份

识别冶。 传统与现代不只是时间序列的一个历时问

题,也是空间并存的一个共时问题,是文化的一体两

面。 实践证明,完全摒弃传统、脱离传统追求现代,
注定是一种要失败的浮躁症或幼稚妄想症。 传统不

是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灵魂与精

神整体的积淀,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延伸,滋润着现代

化的土壤,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

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人

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

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冶 [6]669。 传统与现

代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相互渗

透、相互建构的接续关系。 为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创造的第一维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挖
掘其优秀基因,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唤
醒属于“我们的冶身份识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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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主体自觉基础。
自我与他者的交织是文化创造的重要题域。 自

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碰撞是文化创造的重要因素,
从“我们冶 与 “他们冶 交往交锋中获得了 “他者承

认冶。 他者承认是“我们冶与“他们冶能否在多元交往

中共处的前提,他者承认需要正视自我文化与他者

文化的关联,是文化创造的他者维度。 文化冲突从

根本上讲也是一种“自我冶与“他者冶之间的冲突,规
避“自我冶与“他者冶之间的文化冲突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创造所要解答的现实命题。 解答这一现

实命题,关键即是如何融合“自我冶与“他者冶之间的

文化特性,摒除“自我冶与“他者冶之间思想价值观念

的二元对立,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共识冶中实

现“自我冶与“他者冶之间的文化交融、互鉴。 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冶与“他
者冶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然而,获得“他者承

认冶,不能将“他者冶视为客体或黑格尔所喻指的“奴
隶冶,而应视“他者冶为平等共在的主体。 为此,当今

在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碰撞中进行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不是将“他者文化冶视为不对

等甚或矮化的对象,而是寻求“自我文化冶与“他者

文化冶的交融交锋,进而拾获民族群体的“他者承

认冶的过程。 “他者承认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供了“我们冶与“他们冶之间如何进行文化交往

的实践心态。
一元与多样的碰撞是文化创造的另一维度。 一

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是文化创造的重要原则,从“我
们冶与“你们冶交流借鉴中实现“互动共生冶。 互动共

生是“我们冶与“你们冶在一元主导与多元思潮并存

中共生共在的价值需求,是文化创造的价值维度。
一元与多样的碰撞,不是一方压倒多样或多样压倒

一元的非此即彼的“零和冶游戏,也不是一元的横冲

直撞或多元思潮的谄媚顺从,而是在一元主导下多

元思潮相互建构、相互依存的共生共在的“正和冶共
赢。 从某种程度而言,多元思潮的强势攻击主要是

在西方文明主导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与资本主

义文化传播的过程,站在西方社会价值立场上的各

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喧嚣便是西方文化以“自我冶
为中心对“他者冶文化的一种强势攻击与侵袭。 为

此,坚守一元主导的“互动共生冶就是在持守国别特

色、民族特色与本土特色之主体性基点的同时,以全

球性为尺度及时吸纳国际元素与全球元素,切实实

现“全球本土化冶与“本土全球化冶的良性互动,在全

球化进程中增添中国元素、谋定中国身份、贡献中国

智慧。 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施

“一带一路冶倡议,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华文化冶与

“其他文化冶交融互鉴的时代唱响,从而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我们冶与“你们冶交融互鉴

的价值范式。
文化创造既是对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

化的一种诠释,也是对于不同文化图景的一种心态。
以文化创造唤醒的“身份识别冶“他者承认冶“互动共

生冶等直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的

“主体确证冶 “集体归属冶 “对话共识冶,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诠释编码。 首先,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需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对“身份识别冶的唤醒,有
助于中华民族成员的“主体确证冶。 “当代中国的文

化发展,要肯定人的尊严、弘扬人的价值,使人民群

众在文化实践中体悟到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
实现文化‘化人爷和‘人化爷的和谐统一冶 [7]。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要从“我们的冶传统基

因中寻求现代转化,唤醒迷失的个体,确证中华民族

成员是一个“自主的主体冶。 文化身份的主体确证,
有利于中华民族成员明晰自我权利义务、明晰自身

责任担当,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次,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自我冶与“他者冶的文化

互动过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对

“他者承认冶的拾获,有助于中华民族成员的“集体

归属冶。 “他者承认冶是他者对“我是谁冶 “我们是

谁冶的一种认同意义上的承认,作为一种文化建构

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伴随着“自我冶
与“他者冶的文化互动,“寻求承认冶也是“自我冶与

“他者冶互动中的核心要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创造中拾获的“他者承认冶,其内蕴面对

“他者冶的价值思考,有助于寻求中华民族成员的

“集体归属冶。 中华民族成员在面对“自我冶与“他
者冶的碰撞中能够跳出“主奴冶式的霸权或“主客冶式
的冷漠,在尊重“他者冶、包容“他者冶中共生共在,寻
求属于“我们的冶集体归属,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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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识。 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认同中

华民族成员共同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对“互动共生冶的承

载,有助于中华民族成员“对话共识冶的形成。 告别

一方“独白演说冶,走向两者“互动共生冶,在多元思

潮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重要内容。
为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流文化与多元

思潮的互动实践过程,主流文化与多元思潮的良性

互动状况始终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

与广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所内

蕴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与中国价值,将有助于中华

民族成员寻求 “自我冶 与 “他者冶 之间的 “对话共

识冶,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简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唤

醒的“身份识别冶 “他者承认冶 “互动共生冶,建构了

中华民族成员的集体归属感与文化共在感。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是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一
元与多样碰撞中的多维创造,它既不盲从,也不傲慢

的文化姿态既是文化创造的心理基础,亦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心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的建构解码

摇 摇 文化自信,简而言之,是一个特定生活区域中的

民族成员对其主流文化的积极评价与理性自觉。 文

化自信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它在主流价值推崇的心

理体验与个体认知意义的理解对接中,指向了“我
们感冶的凝聚与区分“他者冶的心理边界。 安德森曾

指出: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它是想象的,因为即

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

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
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冶 [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蕴含强化“相互连接意

象冶的主体身份凝聚过程,它是在“时空共联—情感

共通—价值共意冶的生成链接中获得的思想观念。
文化自信作为一种价值心态,它使不同地域、互不认

识的同胞们获得一种共属的文化心理想象,建构起

超越狭隘认知的“相互连接的意象冶。 为此,文化自

信有助于实现对中华民族成员思想观念的价值引

领,以“价值共识冶预制的共同想象强化心理联结与

共同行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以民族精神与时代

精神为主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为支撑,以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

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鲜明事实形塑着新时

代中华民族成员的自我肯认与他者承认。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将“时间连续性想象冶中

的民族成员紧密联结,激活并更新新时代中华民族

成员的心理状态与精神面貌,其内蕴的主体叙事、情
感共通、价值确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了身份谋定与价值引领。 其中,主体叙事是情感共

通联结、价值确证彰显的“生成基质冶,情感共通是

主体叙事确立与价值确证彰显的“生成导引冶,价值

确证是主体叙事确立与情感共通联结的“生成指

向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强化“共同体冶
的紧密凝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力粘剂,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解码。
中华民族的“主体叙事冶是在“我们之所以是冶

的共同视域下能动的叙事样态,在文化范式上表征

为超越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跳出狭隘的自我文化

或泛化的他者文化的能动建构样态。 在以西方主导

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在物质上、精神上均试图“使
东方从属于西方冶。 主体叙事的确立就是中华民族

基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史、七
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发展历程,提炼“中国

元素冶、传播“中国声音冶、讲好“中国故事冶而确立的

“中国范式冶。 它在“我是谁冶的身份定位中认清中

国问题、重视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明晰“我们

是谁冶“谁跟我们是一伙的冶。 主体叙事的确立是文

化自信的具体表征,它使个体挣脱“迷茫冶的囿域,
使集体跳出“狭隘冶的怪圈,在能动、积极的主体确

证中明晰“我们的冶方向与“我们的冶主张。 当今世

界“资强社弱冶的总体态势并未改变,主体叙事的确

立使中华民族成员能清晰辨析所谓“普世价值冶的

实质,清晰界定群体符号边界与校正个体身份认知,
借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

中华民族的“情感共通冶是在“我们之记忆冶的
共同想象下生成的根基性情感,在文化范式上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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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超越“狼对狼的战争状态冶或“利益资源分配论冶
式的工具性情感、跳出狭隘的个体界域或泛化人类

界域的深层联结样态。 在以西方主导的市场化进程

中,利益导向模式“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含情

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

系冶 [6]403。 情感共通的联结就是基于“共同祖源记

忆冶的共生性共同体想象、“共同历史记忆冶的共在

性共同体想象、“共同象征符号冶的共存性共同体想

象获得的“一体感冶,形塑“我们的冶共同命运与共同

追求。 有学者写道:“无论种族还是语言都无法构

建一个民族。 只有当人们拥有共通的思想、兴趣、情
感、记忆以及希望的时候,他们才由衷感到同属于一

个群体冶 [9]。 情感共通的联结是文化自信的深层隐

喻,它使个体挣脱利益导向下“纯粹金钱关系冶的工

具性狭隘,跳出“单向度的人冶的模式预设,在共生、
共在、共存的情感联结中强化“我们的冶情感与“我
们的冶命运。 在市场化席卷的现时代,“唯利论冶甚

嚣尘上,情感共通的联结使中华民族成员能清晰识

别“唯利论冶的弊病困境,在社会关系全面丰富中形

塑“人与人的关系冶,借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情感自觉。
中华民族的“价值确证冶是在“我们之所思冶的

共同协商下获得的价值共识,在文化范式上表征为

超越霸权主义或普世论调、跳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

输送或自下而上的散漫式认知的协商型共识。 中华

民族作为唯一的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的民族,在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的共筑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的

彰显中确证“我们的冶价值与“我们的冶信仰。 民族

精神是一个民族历经千百次涤荡而经久不息的价值

内核,它是共同生活的民族成员们在意义诠释与事

实澄明的历程中获得的民族“相似性冶与民族“亲缘

性冶,它使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始终烙有对民族意义

的深刻见解与认知。 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

代最具时代标识性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它是共

同生活的民族成员们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织中获

得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活力。 马克思主义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思想,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

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彰显即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对时代问题

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见与科学预判在新时代的体

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彰显使中华民族成员在科学

性、人民性、革命性的价值框架体系中明晰人类社会

发展方向。 价值确证的彰显是文化自信的深层内

核,它使个体挣脱世俗祛魅“价值虚无冶的迷茫困

惑,跳出“诸神争吵冶的混沌繁杂,在民族精神、时代

精神的共筑中强化“我们的冶价值与“我们的冶信仰。
在世俗祛魅“大众狂欢冶的席卷下,“虚无论冶甚嚣尘

上,价值确证的彰显使中华民族成员能清晰指向民

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传承,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追

求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借此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自觉。
文化自信是民族成员对一国主流文化的积极评

价与高度认可,以文化自信强化的“主体叙事冶 “情
感共通冶“价值确证冶等直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内蕴的 “主体自觉冶 “情感自觉冶 “价值自

觉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解码。 首

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建构需要自足

的、能动的、积极的主体叙事,它直接指向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究其实质是一种能动的“集体意识冶,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民族气质、民族观念

形成的自我肯认。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有赖

于融合个体与共同体的理解“间距冶,在共同目标与

行动的指向中使个体强烈归属于群体,进而获得自

足的能动意识。 主体叙事的确立有助于摆脱外界强

势的价值侵袭,在中国元素、中国经验、中国价值的

提炼中形塑中国精神,汇聚磅礴的中国力量,指向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冶。 其次,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建构需要共通的、体验性的、
稳定的情感联结,它直接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情感自觉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

会意识,既依托具体的社会实践,也形塑于观念、价
值、情感等意识的相互影响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一

定程度上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冶,“只有这种情感和

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冶。 涂尔干

曾写道:“一个事物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以这种或

那种方式激发出了尊崇的集体情感,这情感使之从

凡俗的感触中超脱出去冶 [10]。 文化自信强化的“情
感共通冶,使个体意识的建构往往伴随对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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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认,在个体与群体的深度联结中强化共通心理

体验,进而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情感共通的联结

有助于摆脱利益导向模式的唯利论侵袭,在“我与

你冶“我冶到“我们冶的共通体验中凝聚一体,指向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自觉冶。 最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建构需要鲜明的、引领性的、
科学的价值导向,它直接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价值自觉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与主流价

值相一致的共同体意识,主流价值的引领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方向。 文化自信强化的“价值

确证冶有助于摆脱多元思潮的困扰与迷惑,在“我们

的冶信仰的坚定确立中明晰方向,指向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价值自觉冶。
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意识铸

牢的价值内核,它在主体叙事、情感共通与价值确证

的三维构筑中,使中华民族成员保持能动、积极的话

语表达,联结深层的民族情感,确证清晰的价值指

向,为中华民族深刻阐明“我们的冶立场、“我们的冶
情感、“我们的冶信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建构解码。

四、结摇 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项简单性的社

会实践活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寻“根冶与文化

建构的文化实践活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问题都离不开特定社会中主流

文化的历史性传承框定与现代性建构,作为传承与

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实践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紧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底版与价值

的指向,形塑着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民族身份认同与

集体身份归属意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需要,为实

现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链接及遵循共同体意识

再生产逻辑创造了现实的文化空间与文化纽带。 为

此,基于“文化—共同体意识冶之间的关联性与互动

性,可以得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

同、文化创造与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供了意义源码、诠释编码与建构解码,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固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力量与价值支持,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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