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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含义

徐黎丽，韩静茹①!

摘 要: 目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含义的认识仍存在分歧，这种局面不利于推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

中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国家疆域、互补的生计方式、互鉴的生活经验、共有的历史记忆、共

认的价值体系、共育的国民意识、共享的精神家园的实体与精神共同体。而 “中华民族”
之所以成为共同体的名称，源于“华”字体现了中国人的起源与象征意义; “中华”是中

国各个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 “中华”已经演变成为中国国家的名称; “中华民族”这个

名称能够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共创同建中国的发展历程。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含义就

是国族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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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入宪，再到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意识到行为的互动影响，体现

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维; 进而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研究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 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这就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方兴未艾的原因。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研究; ① 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② 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研究③; 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④ 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区域建构研究。⑤

从以上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成果数量来说，绝大多数成果集中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⑥ 但如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含义没有达成共识的话，那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或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有可能沦为虚谈。因此，当务之急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含义入手，

以此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容基础。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行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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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含义的讨论及分歧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含义的讨论，来源于有着广泛共识的 “中华民族”概念。正如费孝通

先生所说: 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

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

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多元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

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种情状”。① 因此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

程中形成的“多元一体核心概念”② 为现代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讨论、入宪、传播奠

定了历史和理论支撑。现在理论研究层面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明确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含义，

以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就目前发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含义的文章来看，有些作品直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定义，

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民族实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联结中华民族和各

民族命运和利益的民族实体。③ 有些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蕴含了 ‘中华民族’的政治

建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经济利益、命运胶结等多重属性”; ④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基于中

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有机构成的

命运共同体”; ⑤“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巨大的历史遗产和政治遗产，更是一个凝聚各方面力

量并推动中国民族国家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性政治资源。”⑥ 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包含政治、历

史、文化、社会、经济、命运等内容。但应该强调中华民族之 “实”，明晰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

意义上的内部各民族与国家关系定位。⑦ 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内容很多，但具有

分层涵义，“既是拥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共同体 ( 政治层面) ，也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

体 ( 文化层面) ”。⑧ 由此可见，直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含义的成果由于角度不同，存在不同

的表述方式，分歧主要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应该具备的内容方面，目前仍没有达成共识。
有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含义的认识夹杂在相关论述中。如从 “以发展共享构建中华民族利

益共同体、责任共担建设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情感共鸣创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建铸

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⑨ 的话语中，可以体现出作者理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包含利益、政治、
情感、命运四方面内容。又如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包括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 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的世界华人认同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瑏瑠 的话语中，能够体会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人员是中国各民族、中国人民

和世界华人。还有从“政治共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情感共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关键，价值共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瑏瑡 的话语中，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政

治、情感和价值共识构成的共同体; 而 “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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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① 的重要论述，也表明国家、民族、文化、政党、道路则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内容; 另外，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框架是中华民族 “多元一

体”格局、内在实质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灵魂归宿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②的话语中，体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民族共同命运、共有精神家

园、共有意识组成的多元一体共同体。从以上间接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中也可以看出，中

华民族共同体无论从构成内容、组成人员及身份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总结以上直接定义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间接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的成果，达成共识的认识

只有一项，那就是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 “多元一体”理论的认同，其余均存在分歧。如对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内容的论述多达十种，分别是生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情感、利

益、命运、价值等; 在目标上，因缺少对 “中华民族”界定，而在认同的具体目标难以形成共

识; 在路径选择上，因内容多元而选择多元建构，但无非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建

构。在民族工作实践层面，如何通过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含义，促进各族、各界、各职业群体交

往交流交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则是当下我们不得不解决的理论问题。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因素分析

在一些学术作品中，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才产生的概念。但纵观中国合多于分的历史，③ 可

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中国不同区域的民族和职业群体在几千年来分分合合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中

国人特点的总结，就像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就成为中国各个民族、各职业群体共

同认可的名称，尤其在国难当头之时。因此由中华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具有以下组成因素。
( 一) 共同的国家疆域

中国现代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存在的首要因素。这个疆域，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不

同。首先，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面积与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面积不同。它是由 960 万平

方千米的陆地领土和 300 平方千米的海洋及我国飞行器能够达到的太空高度的空疆组成的硬疆

域。这一疆域，就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疆域所在。其次，由陆海空三维一体的硬疆域和

由战略、利益外延或内缩形成的软边疆④与历史上只有陆地疆域的古代中国疆域不同。比如，我

们从谭其骧主编的历史地图集中可以看出，匈奴与两汉时期的疆域、蒙元时期的疆域、明代时期

的疆域、清全盛时期的疆域均是陆地版图，文献记载中也以陆地疆域为主。但现代的中国疆域，

则是由陆海空三维立体边疆组成。再次，疆域的界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清晰。目前我国陆疆邻

国有 14 个，它们分别是朝鲜、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

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陆地国境线长达 2. 2 万千米，⑤

“中国海洋疆域的形成、发展历经两千年的过程……中国拥有海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主权权利

和管辖权的历史事实是确凿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历史依据是充分的，历史地位是合法的”。⑥
海上邻居有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朝鲜，大陆海岸线自鸭

绿江口至北仑河口，长达 1. 8 万多千米。虽然目前海权有争议，但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中国

目前的国家边界线是历史上最清楚的时候。中国空疆受国际空间法的保护，因为任何经过我国领

空的其他国家的飞行器，必须经过我国许可; 我国自己的飞行器高度和测量高度也决定了我国的

空疆范围。由此可见，具体详细的疆域是现代中国疆域的特征，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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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资源条件和生存场域。
( 二) 互补的生计方式

由于中国 960 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领土和 300 万平方千米海洋比较辽阔，生活其中的民众因生

态资源不同而从事不同的生计方式，但却互补互惠，结成互通有无的经济体系，从而为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存在奠定了经济基础。从生计方式角度来看，中国东部南部的 300 万平方千米的海域及

海陆交汇处为渔人生活区域，海洋中的动植物是他们生存依赖的主要资源，与陆地上的农人互换

产品使其物质生活更加丰富; 中部是农人生活区域，由于这一区域南北较长，从珠江的稻米区到

黑龙江的大豆区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虽然水稻种植重心北移，畜牧业生产重心北移，玉米种植重

心南移，渔业生产重心的南移，使小麦生产重心基本稳定，使我国粮食主产区逐步成为畜产品生

产基地，更好地实现了农牧结合，促进了农产品的转化增值; ① 北部内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则以

高纬度区域的羊、牛、马、骆驼为主，与南部、东部的农人、北部的林人保持产品互换; 西南青

藏高原上的高山牧人与河谷农人除了内部的农牧互换外，也与东部的农人、南亚的农人、中亚的

绿洲之间保持产品的互换; 西部的沙漠戈壁绿洲区域的多元生计的绿洲人则通过与东部农人、内

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牧人及西亚区域的农牧产品的互换达到生计互补。不同生计方式的边缘区

域逐渐演变为从事不同生计的人们互换的通道和集市，最终形成了著名的长城、陆上与海上丝绸

之路和藏羌彝走廊等连接不同生计区域的大通道，② 成为中国人内部互换产品，从而在你来我往

的物质交换中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互助体系。
在以上所有生计方式中，中部的农业区因适宜的气候条件、良好的土壤条件并依靠灌溉而形

成的越来越集约化的农业，是能够养育更多人口的区域，加之在从事农业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价

值规范体系，也起着规范农业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中部的农人数量增长最快，富余的人口沿中

部农业区向外迁徙。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③ 最终在与其他几个区域加强联系的同时，也

突显出中部农人在数量上的优势。现在随着更多的非农业资源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其他几个区域的地下资源、地上资源和空中资源被发现和使用，农人与渔人、牧人、绿洲人等之

间的联系更加频繁，但农业人口的数量自古至今的优势一直存在。即在中国所有的生计方式中，

尽管有互换补充，但农业自始至终成为养育人口最多的生计方式。如仅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

业人口来看，“1978～2008 年间中国农业总人口变动趋势主要经历了稳定增长和急速下降两个阶

段。1978～1995 年为增长阶段，从79 014万人增加到85 947万人，增长率为 8. 8%，年增长量为

407 万人。1995～2008 年为下降阶段，从85 947万人减少到72 135万人，减少率为 16%，减少量

为1 062万人 /年”。④ 因此农业区人口最多且城镇化水平较高，使中国成为以农为主、多种经营、
相互补充的多元生计国家。

( 三) 互鉴的生活经验

虽然中国不同生态区域的生计方式不同，积累的生活经验不同，但却能够互鉴互学，使得生

活在交融中更加便捷。比如，甘宁青三省的回族商人到 “藏区后，往往都要去找自己在藏区的

‘主儿家’。商人在到达‘主儿家’所在部落的时候，就可以将帐篷支在自己 ‘主儿家’的帐篷

附近。商人可以到‘主儿家’的帐篷用餐，并给 ‘主儿家’赠送用洁白的哈达包起来的礼品。
主人会在客人第一次驻留期间送其一只绵羊任其宰吃，并让出第一桶水让他们备饭用。主人们也

会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酸奶等类似的佳品及他们所需的燃料”。⑤ “主儿家”就成为青藏高

原与东部次高原和平原之间在生活上互相帮衬的代表。和亲则是中国历史上不同王室之间普遍依

靠婚姻维系的另一种生活经验。如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和亲，使得中国境内在楚汉战争后享受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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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休养生息”生活。① 不同民族、不同职业民众之间的联姻，更是促进从资源到生

活方式的互鉴互学。如回汉民众之间的联姻，使汉族成员学会商业技巧; 回族则从汉族成员那里

学会农耕技术，促进生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治疗疾病方面，内蒙古高原上的民众在长期的实

践上培育出疗骨方法，② 为其他区域的民众所吸收; 青藏高原上的民众在适应高海拔生活过程中

逐渐探索出治疗高海拔疾病的良方; ③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生活的民众则对治疗高血压有丰富

经验。生活在农区的人们，则在继承神农氏尝百草的传统基础上，根据草药的性能治疗身体疾

病。不同区域的人们相互吸收不同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使得民众的身体健康程度不断加强。
可以说，不同区域的人们从适应生态信仰的生活经验中相互借鉴和吸收，使中国人内部不同民族

和职业群体之间看到相互之间的优势与能力，从而相互尊重、欣赏、学习，并在变通中应用与传

播，生活经验由此更加丰富和有效。中国人内部也因生活经验互鉴而认同增强。
( 四) 共有的历史记忆

共有的历史记忆则是中国人在同享福和共患难经历上的所有历史记忆。特别是共患难的历史

记忆，特别能够激发中国人团结起来保卫自己家园的勇气和自信，最终促进了中国的大一统。现

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停留在从近代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沿海地区之时，实际上中国人共患难

的历史从中国开始形成国家就开始了。如，我们从汉文史籍记载的以中部农业区为主的历史中得

知，夏商周是统一王朝时期，但这些王朝仅仅在黄河流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为秦汉和匈

奴相对统一奠定了基础; 又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最终为隋唐和突厥之间的相对统

一奠定了基础; 后起的五代十国、宋、辽、金、夏时期，则为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统一奠定了基

础; 明代虽北有蒙古，南有倭寇，西有诸番，但却为清最终的大一统国家政权奠定了从版图到人

心的基础。由此可见，每一次政权交替时都有内忧外患的历史记忆，但凝聚起来的共识就是大国

比小国更抗压，强国比弱国更有力，因此无论是哪个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王朝或政权，都

在共患难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上认识到大一统的正确性。如 “春秋时期的 ‘大一统’理论是为了

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是保证国家 ‘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秦汉以后 ‘大一统’
思想发展成为维护多民族 ‘大一统’中国发展的主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国

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④ 近代以来，当中国人被迫成为西方半殖民地后，

中国人痛定思痛后再次认识到大一统国家对民众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于是中国人团结在 “中华

民族”的旗帜下，最终我们再次以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伫立于世界的

东方。
( 五) 共认的价值体系

中国人在统一多于分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共认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就是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阴阳平衡、多元共存、同舟共济、美美与共的中国人生存理念。其中天人合

一、道法自然、阴阳平衡是针对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多元共存、同舟共济、美美与共则针对中

国人内部的关系而言。尽管“诸子百家说天人合一，有不同的‘合’，或合于圣人君子，或把人

伦合于天常，或合于天道而非人道，或合于天而非人，乃至非圣人。而即使讲天人之分的荀子，

也在讲天人合一于人”。⑤ 但由于“天人合一追求人与天地万物融汇贯通的天地境界，天人合一

的澄明之境既是万有融合，又是有限与无限的包容，更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⑥ 因此，天人

合一均是中国人天人感应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这是中国人生存的基础。 《老

子》中的经典名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老子及道家核心思想，“宋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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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把‘道法自然’解释为人兼法天地与道而归于自然，主张以自然为原则阐扬人的价值，符合

老子道家思想的精神实质”。① 道法自然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形成的尊重自然规律的价值观。
因此用“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修正“损不足，补有余”的人道，就成为中国民众的价值观。
又由于世界万事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自身的运动化为阴阳二气产生交汇，进而催生万

物，② 其中“阴在内，阳之守也; 阳在外，阴之使也”。③ 由此自然与人类的活动都需要阴阳调

和，才能“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④ 因此阴阳平衡也是构成中国人的自

然价值观。在以上自然观的指导下，中国不同区域的民众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形成了多元

共存、美美与共、同舟共济的生存价值观。所谓多元共存，就是中国不同区域民众虽然在适应自

然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活方式，但都共同生活在同一国度。如澳门历史

建筑群，最初是葡萄牙人为主的外国人居住区，有 12 处具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物，现在则演变为

有 20 多处通过相邻的广场和街道连接成的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中西文化多元并存的历史街区; ⑤

所谓同舟共济，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持的相互援助和帮衬。如 2008 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

震时，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力有序支持汶川救灾。正因如此，中国能够在长达几千

年的岁月中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谓美美与共，就是中国不同区域的民众互相尊重、相

互欣赏彼此在不同区域创造的文明成果并且相互借鉴与吸收。如，贵州省根据乡村发展的实际情

况提出“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⑥ 的发展思路，体现出美美与共的价值观。以上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和人文价值观，通过国家教育和民间教育深入民心，成为国家处理对外

事务与民众处理家庭事务的指导思想。
( 六) 共育的国民意识

共育的国民意识是指，中国人对自己所在国家政权的认同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履行。现代中国

是历史上所有在这片区域建立过的政权的延续和发展，我们不仅要承认在中部农业地带所建立的

所有政权，也要承认东部临海区域、北部内蒙古高原、西北沙漠绿洲、西南青藏高原建立的各个

政权，因为正是东西南北中政权相互之间的统一与分裂、不同民族民众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最终

成就了现代中国。⑦ 从古代史籍留下的记载来看，虽然在每个政权建立的初期和末期都会有战争

或冲突，但由于和平是民众的期盼，民众对带来和平与康泰的政权也都认同，因此民众对古代中

国境内所有政权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国的认同。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延续古代中国政权的基

础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今通过 70 多年的发展与治理，中部农业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与

内蒙古高原、西北沙漠戈壁绿洲区域、青藏高原之间随着交通、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越来越小，

各个民族、各个职业群体的生活水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职业群体

沿着从城市、城镇、乡村、牧场的轨迹深入边疆海岛，与以民族为单位的民众相互交往交流交

融，形成了职业民众与民族民众交错生活的格局。⑧ 比如，在中国陆地边境 99 个口岸中，每一

个边境口岸所在村镇或城市都是多元职业和多种民族共同生活之地，每个口岸城镇的所有职业都

有多种民族成员参与，如护边员、装卸工、边贸商人等等。⑨ 无论什么职业群体或民族成员，绝

大多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度认同。认同的具体表现就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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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标志。在此标志下，分享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比如，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从事不同职业，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子法的前提下，在中国境内居住、工

作、生活等等。无论国家哪个区域有天灾或困难，作为公民应该相互帮助和支持，这就是国民意

识。比如今年新冠肺炎病毒爆发期间，中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抗击病毒，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国

民意识。
( 七) 共享的精神家园

共享的精神家园指对中国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由对家乡、区域、民族、国家等不同层

次的热爱而产生的情感所决定，它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认同。作为个人层面的核心价

值观，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家乡热土，就是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骨肉同胞和灿烂文化，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各族人民所共享和共践。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为各族人民共享的

精神家园的核心内容之一。关于此点，落叶归根就是最明显的证明。如在曾被誉为西北最大批发

市场的兰州东部市场中，有许多来自浙江省的批发商，有些人就是东部市场的建立者，但如今这

些在市场中批发小商品长达 35 年以上的人，在年龄渐高后绝大多数仍然选择回到家乡养老。笔

者随机对东部市场 10 余位浙江省 50 岁以上的批发商做访谈时发现，他们均认为自己过几年就要

回老家，理由就是落叶归根; 从未离开故土的人，则当然选择在故土安葬。由于他们的家乡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因而对家乡的归属感是对国家的归属感的具体化，是生活化的国家

归属感; 对因求学或工作需要长期或短期出国回到中国的国民来说，中国不仅是自己的国籍所

在，更是自己选择为之学习、工作和贡献力量的单位、城市或省份。这就是作为中国的国民的归

属感所在; 在国家边疆区域生活的各族各职业民众，由于在边疆生活就是为国戍边，因此热爱家

乡与国家重叠在一起。比如，新疆南疆塔什库尔干边境的塔吉克族护边员，他们一边放牧一边为

国守边; ① 对于在不同时期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来说，虽然国籍不在中国，但中国就是祖先生活的

地方。只不过，对中国的认同因国籍改变或在他国生活时间越久而淡化。因此，一般来说，对中

国的归属感，就是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其悲欢离合的故事都发生在中国。就像对自己的家

人，尽管家人也有优缺点，但因为同处一个家庭或家族，日常生活中常有矛盾，但在困难面前就

团结一致，这就是归属感。虽然也有身在中国却背叛中国的个案，且不在少数，但与整个中国人

口相比，毕竟比例很小。因此共享的精神家园就是在情感上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寄托，

中国就成为国人的精神家园。
根据以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组成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就

是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国家疆域、互补的生计方式、互鉴

的生活经验、共有的历史记忆、共认的价值体系、共育的国民意识、共享的精神家园等因素组成

的实体与精神共同体。

三、何以 “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名称

因为从地域到精神生活都在中国范围内，因此我们自然就是从实体到精神的共同体。但为什

么这个共同体的名称不叫 “中国人”或直接以中国为名称，却叫中华民族共同体，则需要深入

分析，这不仅关系到这个共同体是否为国人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更关系到这个名称是否能够调

动整个中国人的凝聚力的问题。因此，以 “中华民族”作为这个共同体的名称，基于以下几点

的理解。
第一，“华”字最能体现中国人的起源与象征意义。“华”字有很多意义，但有原意和衍生

意义。从繁体字“华”的结构来说，上面是草，中间是“垂”字，像花叶下垂形状。《尔雅·释

草》载曰: “木谓之华，草谓之荣。”② 无论指花，或指木，都是地面上生长的植物，也就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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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由于花草树木的叶子在夏秋季节时 “灼灼其华”，因此华就逐渐衍生出美

丽 ( 如华丽、华艳) 、繁盛 ( 华表、华盖) 、时光 ( 年华、韶华) 、敬辞 ( 华诞) 、奢侈 ( 浮华、
奢华) ，① 进而演化为华服。如古代中原人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而自称

“华”。因为《左传疏》曾记载: 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② 最终则演化为对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人的称谓———华夏、中华。因此 “华”是中国古人对其花草树木繁盛的居住地的称谓，由

于花草树木在夏秋两季比较繁盛，因此 “华”便有了繁盛、美丽、时光、富贵等象征性意义，

那么生活在被称为“华”的土地上的人，就成为华人。现代即使中国人移居海外，我们仍称他

们为“海外华人”。周边国家中有不少国家仍称谓我们为华人。
第二，“中华”是中国各个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从通用语言汉语的史料记载来看，在今天

中国的版图内，曾经居住过许多不同的民族。如戎，是 “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

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

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

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 其在宗周之

季，则曰玁狁; 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③ 最终在秦汉之际，戎融入后起民族，后人则用 “西

戎”通称西北诸族群。这样的民族并不少，如狄、匈奴、鲜卑、柔然、回鹘、突厥等等，虽然

都曾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都逐渐地融入后起民族中，中华成为各个民族共

同认同的名称，即中华这个名称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
第三，“中华”已经演变成为中国国家的名称。虽然中国现在有 34 个省区市，但传统上中

国则有华北、华南、华西、华东之说，藏语至今称来自北方的人为 “霍尔”，发音接近于陕西话

中的带有儿化音的“华”。那么“华”肯定居中。从地理方位来说，就是指涉及青、甘、宁、内

蒙、陕、晋、豫等七省区黄土高原，又称“中原”，属于黄河上中游区域。一万年前中国的 “黄

海海岸线在太行山脉东侧，华北平原还不存在，黄淮平原还在海底。这些大平原是黄河一万年内

沉积造陆的结果，只有少部分由长江沉积造陆而成。一万年前山东半岛还是海中孤岛，直到

《夏本纪》，那里的人还被称作‘岛夷’”。④“距今4 000年前后的虞夏时期是中国北方异常洪水

多发的时期，当时黄河流域普遍出现不同形式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⑤ 黄河泥沙造陆东渐，黄

土高原成为居中的区域，而居于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的黄土高原因优质黄土和温和大陆性

气候共同作用，适宜草木生长，更适合多种动物繁衍，因此采集与狩猎是黄土高原共同的生计方

式，至今黄土高原仍然保留着川道种植、山上放牧的传统。随着华人与周边区域在经济、社会、
族群、政权方面的融合，“中华”的称谓也被历史上兴起的许多民族或政权的名称所代替，但因

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长，追溯有史可查的历史源头，仍然是中华的国家。因此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名称。

第四，“中华民族”这个名称能够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共创同建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现在是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 个民族 56 朵花”，用花形象地形容在中国境内的民族，而花也正是

中国古代华人对华的解释。56 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 个民

族就是家庭成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日本，有国族的称谓 “大和民族”; 在德国，有德意

志民族; 在法国，有法兰西民族; 在美国，有美利坚民族。以上国家的国族都有一个长期的历史

融合过程。如美国建国初期，有位法国旅行家写道: “我可以指给你一个人，他的祖父是英格兰

人，妻子是荷兰人，他们的儿子要了法兰西女人，生下的四个儿子又同四个不同国籍的女人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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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血统的奇异融合，这是你在其他国家所未见到的。”① 现在他们的后裔均是美利坚民族。华

夏文明则起源于炎黄二帝; 发展于唐尧和虞舜部族为首的 “联邦”; 形成于夏后氏夏族。② 然后

呈现往中原内向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不平衡发展状态。③ 尽管有南北对峙或五胡乱华之

说，但正是历史上的分分合合最终成就了中华民族。尤其在外敌入侵或内乱丛生之机，古老的中

华民族称谓就成为团结国人一致对外的精神力量。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认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含义就是国族称谓，它是具有地理和精神边

界的共同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如果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共同的国家疆

域、互补的生计方式、互鉴的生活经验、共有的历史记忆、共认的价值体系、共育的国民意识、
共享的精神家园等七种因素组成的实体与精神共同体，那么就会有明确的目标、清晰的内容，在

落实的过程中，也能够根据内容的要求寻找相应的路径和办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能够

落地生根。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XU Lili，HAN Jingru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emains controversial． Such con-
troversy may hinder attempts at promoting the consciousness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As a
matter of fact，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an integration of the ways of living，

the beliefs，historical memories and cultures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living within the Chinese ter-
ritory． It is a “community” because all of these races share the same “Chinese” origin． “the
Chinese nation”has become their common identity，as it speaks for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se races in
making China their homeland． Thus“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its modern sense expresse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Chinese nation，community，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 责任编辑 陈 斌)

·06·

思想战线 2021 年第 1 期 第 47 卷 №. 1，2021 Vol. 47

①
②
③

朱锡强，张芬梅: 《开放中形成和发展的美利坚民族》，《中国民族》1992 年第 7 期。
王克林: 《华夏文明起“河东”初论 ( 上) 》，《文物世界》2005 年第 6 期。
杜荣坤，白翠琴: 《对“炎黄子孙”提法之我见》，《炎帝与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 年 8 月，陕
西宝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