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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5 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

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领导、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毛泽

东中华民族观得以形成、发展，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支撑，成为抗日战争取得最

后胜利的思想定力。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具有丰富的内涵、深厚的根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

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新时代进一步凝聚、提升中华民族意识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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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据本文作者所见，有郝时远的《论毛泽东的国家统一观与中华民族观》( 载《贵州民族报》2013 年

12 月 24 日) ，就“少数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华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中华民

族的科学内涵与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等问题展开论述。有贾益的《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 载《中国民族报》2013 年 12 月

24 日) ，就毛泽东提出的几个重要观点作了论述，即“中华民族与中国革命”“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

“各民族团结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还有张太原的《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 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及运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中华民族观”“全民族抗战时期

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调整”“中共的中华民族观调整的原因及意义”。这些研究成果所论重点各不相同，对本文的撰写都

有不同程度的参考和启发。

2020 年 9 月 3 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

年纪念日。1945 年 9 月 3 日这个日子，是永远铭刻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日子。中国人民在 14
年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英勇斗争和巨大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的

胜利，显示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颂的光辉

篇章。也正是在这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在这空前残酷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严峻

考验，显示出不可战胜的浩然之气，变得更加壮大、坚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

碑。而这一历史伟业，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密切相关，和毛泽东的中

华民族观密切相关。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于报端杂志者，屡有所见。本文拟就毛泽东中

华民族观的内涵、根源及其历史意义讲几点认识。①

一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丰富内涵

1935 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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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策略方针。同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重要历史文献中明

确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①由此，

毛泽东在坚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巩固过程中，不断发展、丰富他的中华民族观，使之融

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支撑和民族革命实践的指南。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指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论述，以及这一认识与论述在实际运用中

的理论提升。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关于中华民族之整体特质的认识和阐述，一是

关于中华民族之某些方面突出特点的认识和阐述，合而观之，实为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的中

华民族观形成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并贯穿于其后的革命与建设时期，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论述

尤为突出。
关于中华民族的整体特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②中指出: 在中国，“从很早的古

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③。“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

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

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④“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

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⑤以上论述是对中华民族特质的概括，即中华民族是历

史悠久、文明发达、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拥有优秀历史遗产的伟大民族。值得重视

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这些论述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

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决精神，即使今天读来，仍然感受到它的力量和启示。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在论述中华民族某些突出特点方面，同样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的深刻的理

解和赤诚的热爱。如:

———关于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于 1935 年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慨

然写道: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⑥

这三句大义凛然、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

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伟大实践。抗日战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体现、证明了这一论断，使其成为中

华民族的精神标识，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又一丰碑之上。
———关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基础

之上的。在国内国际复杂的历史形势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到“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时，阐释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写道: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
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

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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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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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 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1 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2 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3 页。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61 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0－521 页。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一个特点，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

证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
———关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追求。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岁月里，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目标是

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论述，所

使用最多的用语是“解放”“独立”“自由”。他指出: “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

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

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①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是“解放”，只有解放了，别的目标

才有实现的可能。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道:

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

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

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

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②

作为英明战略家，毛泽东天才地预见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到”③。抗日战争如此，

解放战争亦如此。今天，当我们一方面回顾历史，一方面体察现实，对于“解放”这个词的含义和分

量，一定会产生新的认识和新的感受。
———关于中华民族文化。在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思想体系中，阐释得比较集中的还有中华民

族文化。1940 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

政治、经济、文化。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这

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等三个问题

后，作了这样的结论: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

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④

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史即中华民族新文化史上的贡献，指出: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

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⑤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论，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发展史树立起不朽的丰碑。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中国

文化史、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中华民族的自信力。早在 1937 年 8 月，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

斗争》一文中这样写道:

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

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他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十大救国纲领”，最后写道:

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
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中华民族有这种自信力，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遇到困

难时，中华民族也不会失去这种自信力。1940 年 7 月 5 日，毛泽东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周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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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结到底》一文，写道:“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

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

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

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

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①类似这样的

表达，都是中华民族自信力的反映。这里，不禁想到鲁迅先生在 1934 年即“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

际曾写过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在这篇文章中写了这样的话:“……然而，当这笼

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

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② 鲁迅的这些话，是从另一个

方面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
上述这些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丰富内涵，而每一个方面都对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觉

意识和自强精神发挥着重大的激励作用。

二、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深厚根源

毛泽东是理论家、战略家和革命领袖，探讨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根源所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根据。从历史大环境来说，毛泽东中华

民族观的形成，同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社会思想有密切关系，当学术界、思想界、革命者在讨论

“中华民族”的概念和实质内容时，毛泽东于 1919 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

就写下了“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这样的话。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思想不能脱离他

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探讨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根源所在。
首先，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敬重。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崇敬和重视，具

有非常的高度和深度。他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所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专

有论“学习”一节，这样写道: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

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 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

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

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

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

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

文中明确地把“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同“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联系起来，把“学习我

们的历史遗产”同“今天的中国”联系起来，这是何等深刻的见解、何等重要的任务，毛泽东中华民

族观与此联系又是何等紧密!

其次，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中国现状的洞察。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运

动的领导者，历来强调对于中国社会现状的了解，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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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团结到底》，《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59－761 页。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7、11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9 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2－533、533－534 页。



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就是有力的证明。今

天，当我们再次翻阅毛泽东 1930 年 5 月所作的《寻乌调查》时，仍然会受到震撼而陷于沉思: 一是

为调查的细致、真切而钦佩，一是为作者对调查所得的珍惜而感动。《寻乌调查》的前言写道: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

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 一九二七年一月) 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

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

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

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 特别是衡山、永
新两个) ，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①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调查及其所得的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在这篇前言的

后一部分，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参加调查会的 11 个人的姓名、年龄、特点、职业以及在调查会中所起

的作用等。毛泽东写道:“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

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

会。”对于这次调查会的收获，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概括:“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

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②显然，这是社会调查所得举一反三之效。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不限于作社会调查，但社会调查所得的重要性却是别的方面所不能

替代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他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③，实为至理名言。联

想到他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都可以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洞察是他的中华民族观的一

个重要根源。
再次，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民心民情的关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

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和国破家亡的境地。毛泽东在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始

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这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初衷，而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显得更为

重要。
在毛泽东的革命用语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最受关注的对象，这既是革

命的力量，也是革命应当维护其利益的对象。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人民共

和国”的性质和体制建构，指出:“……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

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

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利益首

先代表了“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进一步指出:“谁

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

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

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⑤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和构想既反映

了中国的民心民情，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区已成为现实。事实证明，民心民情所向代表

着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深厚基础即在于此。
最后，再有一点，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对

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之上的。毛泽东指出: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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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8 页。
以上见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119 页。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9 页。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9 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9 页。



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

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

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同毛泽东紧紧把握住“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

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判断紧密关联着的。一方面，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决主

张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建

立，是最有力的证明。② 一方面，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干

涉。毛泽东在 1949 年 8 月 18 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评论，也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这篇评论

中，毛泽东怀着深沉的民族情结写道: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

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

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③毛泽东所称颂的，正是中华民族“有骨气”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谈到过“国际援助”问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问题，并不只一次地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广泛地谈到中国革命和国际形

势问题，其中都贯穿着他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坚持，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总

之，这是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又一个重要根源。

三、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支撑，对抗日战争

的胜利发挥了指导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存在及其伟大精

神的熔铸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支撑。这是因为:

第一，毛泽东中华民族观贯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始终。从 1935 年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策略》到 1945 年的《论联合政府》，在这十年间，毛泽东始终致力于以他的不断丰富的

中华民族观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必胜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全国抗战开

始后就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

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体中华儿

女勠力同心、以弱胜强的辉煌史诗，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④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过程中，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贯穿这一全过程的指导思想。
第二，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植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植根于民心民情，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

力，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追求，这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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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1 页。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个历史事实，即毛泽东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还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致函各界

人士及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国家危难之严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重要和紧迫。自 1936 年 5 月至 1937 年 6 月，毛

泽东先后致函阎锡山、杜斌丞、杨虎城、宋哲元、傅作义、宋子文、易礼容、王以哲、邵力子、王均、朱绍良、宋庆龄、蔡元培、
李济深、李守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于学忠、张学良、许德珩、陈公培、蒋介石、冯玉祥、何香凝等，并针对每人不同的

身份，提出希望和建议。而于信件末尾，常读到这样的字句:“寇深情急，竭意进言”，“寇深祸亟，情切嘤呜，风雨同舟，愿

闻明教”“疾风劲草，愿共努力”等，以上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谆谆之意，渗透于字里行间。这

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毛泽东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的工作。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95、1496 页。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文中引毛泽毛泽东语，见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87 页。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体的认识。首先，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其次，从历史到现实表

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历史上许多个民族共同体的积累、发展而来。①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正是

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行程及当代形态。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根基

以及鲜明的理论特点，从而最全面、最深刻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存在及其基本利益和奋

斗精神，赋予“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实体以新的认识高度。这一认识高度奠定了现代中国人的中

华民族观的思想基础。
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已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自觉、自信、自强的中华民族意识必将提升到新的更高的阶

段，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要大力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相互欣赏、相互学习。要大力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②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需要我们作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思

考，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和中华民族前进的目标。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时进一步指出:

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③

最近，习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

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

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④

习总书记的这些指示，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深刻认

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是从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的高度对民族工作、民族研究提出的新要求。一是要有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

不断“培育”和“铸牢”这一意识; 二是从历史和现实及未来的结合上，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是命运共

同体”，进而把“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的理念”落到实处。中华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自我，在精神层面和实践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
护“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这一原则，则“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将更加自觉、自信、
自强。

( 下转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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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认为: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民族都“有一个统一民族内部的过程，都是由分散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发展

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多民族的统一，比起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可以说是较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而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的统一又有根本的区别。”(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

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0、91 页。)
参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人民日报》2015 年 8 月 26 日第 1 版。
参见《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6 日，第 1 版。
参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人民日报》2020 年 8 月 30
日，第 1 版。



Political Comments and Historical Comments: the Dialogues on“History”
among Politicians of Qin

Wang Zijin

［Abstract］It is recorded in Qin Benji，the fifth volume of the SHIJI: “In the thirteen years ( of
Duke of Qin Wen) ，there were historical records to keep events for the first time，and the people were
changed．”The Qin’s tradition of respecting history is also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many Qin ancestral
legends were preserved，forming a very singular historical memory． A history book of Qin，the QINJI，
becam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SHIJI． The Qin people placed great importance on history，which wa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of political life． The dialogues among top politicians seen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Qin are often combinations of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s，and Qin people were
habituated to using historical events as metaphors when discussing politics． The blend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could be embodied in a variety of thematic discourses．

［Key words］Qin politicians political comments historical comments QINJI

( 责任编辑 汪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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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s，Ｒoot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Ideas of the Chinese Nation

Qu Lindong

［Abstract］In 1935，under the grave situation of imperialist Japan invading China in a large－sca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tactical policy of establish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In the same year，Mao Zedong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the basic tactical task of our Party”
“is to establish a wid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forming and
solidifying the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Mao Zedong’s ideas of the Chinese
nation was gradually formed and developed，which became a critic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n ideological force for the ultimate victory of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o Zedong’s ideas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rich contents，
deep roots，integral theoretical system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which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Chinese people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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