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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

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要以此为引领，推动各民族文化

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学界围绕如何认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形象、怎样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

象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近日召开的国家民委第三届决策咨询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部分专家学者以此为主题进行了讨论。今

日推荐内蒙古师范大学校长阿拉坦仓的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 2019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各

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为我们

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在这里，我就如何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



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谈四点认识。 

理清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性，强化各民族文化符号中的中华文

化共性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首先

要理清中华文化中“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不断强化各民族文化

符号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共性。中华文化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文化共同体，在结构

上具有“多元一体”性。“多元”表现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

“一体”表现为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交融与促进，整合形成

的中华文化共性。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

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

证统一。每个民族所形成的文化符号都是中华文化符号的一部分，也

是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标识，我们既要重视和尊重民族文化的特性，

更要强化各民族文化符号中深层次的中华文化共性，善于在各民族文

化符号中寻找和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共同价值，引导各族群众

共创、共享、共传中华文化，提炼具有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符

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

地区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各民族思维方式、各地区历史文化结

构，充分发掘涵养民族团结的文化元素，传承和弘扬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 

在传承保护中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

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必

须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中华文化符号源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升



华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和突出各民

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前提是继承和发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承

人不断减少甚至消失，抢救、保护、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要注重在传承中保护，在创新中交融。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对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形象的优秀传统文化要大力传承保护。

文化创新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要通过创新各民族文化的内容与传

播载体，增强各族群众对共享中华文化符号的直观感受，使其成为增

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通过促进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

增进“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提炼升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树立和突出各民族

共享的中华民族形象 

在各民族文化符号中提炼升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共享中华文

化符号，是打牢新时代中华文化认同思想根基、树立中华民族形象的

重要手段。以内蒙古民族文化为例，“蒙古马精神”是蒙古族文化符

号升华为中华文化符号、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蒙古马精神”

的文化底蕴以蒙古马的优良品质为本体，在历史发展中积淀，由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

内涵。“蒙古马精神”植根于草原文化，体现了内蒙古人民的精神气

质和文化特征，同时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在行为、意志、品格等层面外延出“脚踏实地、



稳中求进、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优秀品质。其深层底蕴与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高度契

合，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在

对“蒙古马精神”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中，深化了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民族精

神是中华民族之魂，要善于从各民族文化符号中深入挖掘提炼体现中

华民族精神的中华文化符号，通过共享、共通的文化符号形成强大的

凝聚力。 

在教育中融入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将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是树立和突出各民族

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要注重

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教育价值导向，将其植入国家统编大中小学教材，

尤其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教材之中，教育引导各族师生树立正确的祖

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将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教育作为思政

课程和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深入浅出地推动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

策入脑入心。将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教育作为各级各类学校创新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的重要载体，以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各项活动之中，提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充分发挥师范教育的

“母机”作用，将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教育作为师范教育的重要抓手，

在广大师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校长阿

拉坦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