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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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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岱年先生曾提出的 “兼和通全” 说， 可用来进一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

旨： 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些先后提出的关键理念， 既一脉相承， 也

与时俱进， 体现了党的民族理论、 民族政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守正创新发展， 也代表了把握好民族问题、 做好民

族工作的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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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工作： 在一脉相承中 “大衡” 创新
发展

如何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正铸牢、 创新铸
牢、 持久铸牢， 如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 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焦点在于
把握好 “一” 与 “多”、 共同性与差异性、 传统与
创新的关系 ， 以 “一 ” 统 “多 ” ， 以 “多 ” 拥

“一”， 强调共同性， 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在继承中
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 张岱年先生在 《天人五论》
中指出： “品值之大衡曰兼， 曰和， 曰通， 曰全。 合
多为一谓之兼， 既多且一谓之和， 以一摄多谓之
通， 以一备多谓之全。 兼和通全四者， 其指实一，
直所从言之异尔。 兼和通全， 亦即富有日新而一以
贯之。” ［1］解决好 “一” 与 “多” 的关系， 不仅是一
个有关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哲学、 社会科学的问题，
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把握好民族问题、 做好民族
工作的关键问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准确把握我国国情 ， 正确处理
“一” 与 “多” 的辩证关系， 明确我国是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性质， 从民族平等、 共同参与的原则出

发， 识别了 56 个民族， 制定了民族平等、 共同团
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总方针， 确立了
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中国特色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 从全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 中华民族
大家庭， 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党和政府
不断总结 “把握民族问题、 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
经验” ［2］， 在形成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
同时， 不断继承、 发展、 创新民族理论和民族政
策，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
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 ［2］。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8 月 27 至 28 日召开
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持中国特色解决
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加快民族地区现代
化建设， 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 防范化解
民族领域风险隐患， 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习近
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是走出中国特色解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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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百年， 这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
最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共同
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 既一脉相承
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积累了
把握民族问题、 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 形成了
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3］

从 “大团结” “大家庭” 到 “共同体” “共同
体意识”， 它指明了中央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与时
俱进、 守正创新的发展方向， 饱含 “兼和同全” 的
思想底蕴。 合多为一、 既多且一、 以一摄多、 以一
备多， 这是党和政府民族工作得以可持续发展的
“品值” 所在， “富有日新” 且 “一以贯之”。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
则之一， 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他们享受平等的
权利， 任何民族不能享有特权。 民族平等了， 民族
团结了， 民族成员的主体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
够焕发出来， 在理想、 信念、 情感、 文化上凝聚统
一， 就能够 “牢固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 生死
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能够产生强大的
爱国主义情怀， 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 感恩祖国， 热爱中央； 就能够共同当家作主、
参与国家事务管理， 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家、 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二、 在兼和相济中提升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

兼和相济不是差异 “相煎”、 差异 “互灭”， 而
是差异互补共生， 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调动各种
各样的积极性， 合多为一， 既多且一， 以一摄多，
以一备多， 形成统一战线， 从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寻
找、 发现、 培育、 研究积极向上、 有利于民族大团
结、 大凝聚的认知和意识， 让这些认知和意识交融
一体， 活跃起来， 发生作用， 影响舆论， 促使各族
人民为实现共同的宏伟目标并肩团结奋斗。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增进共同性、 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2］ “要正确把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 引导各
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本民族意识要
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时要在实现
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
体利益” “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
系，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

分， 中华文化是主干， 各民族文化是枝叶， 根深干
壮才能枝繁叶茂” “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以维护统一、 反对分裂
的意义， 以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的意义， 让中华民
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尊重和包容差异， 是 “由二生三” 或者 “由二
生一” 的前提， 只有在尊重和包容差异的同时及时
发现和培育重叠共识， 及时加以提升和提炼凝聚力
强、 认同性高的共同体意识。 可以说， 兼和相济是
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体现在党和
政府长期奉行的各民族平等团结、 共同繁荣发展的
理念当中， 体现在不可动摇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 民族工作平衡发展， 久久为功， 善作善成，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
作的主线。

在过去的历史上， 我们的民族工作曾经出现过
偏差， 究其原因， 主要是没有守望好兼和相济的理
念， 没有真正理解久久为功的道理， 急躁冒进， 影
响了维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 不把各民
族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甚至把个别
利益、 局部利益放到各民族共同体利益和根本利益
之上，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就会影响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影响构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
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的构建， 最终会影响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 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 分裂思想的
渗透颠覆， 有可能错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机遇。

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从不同民
族、 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 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 更多针对特定地区、 特殊
问题、 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
在更高层面上， 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最大程度地体
现了各民族之间公平公正的原则。 差别化区域支持
政策有利于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行之有效地将地
区、 问题、 事项的特定性、 特殊性、 特别性， 转化
提升成为普遍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转化提
升成为 “五个认同”。

三、 在民心相通中夯实我国民族关系的感
情基础

为了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下更多地加强
共同性， 民心相通、 情感交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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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红军将领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
“彝海结盟”、 代表二十六个民族的民族团结誓词
碑、 内蒙古人民收养三千南方孤儿的事迹等， 这些
都在不断夯实我国民族关系的感情基础。 民心相
通， 万事畅通； 感情交融， 血浓于水。 民心相通、
感情交融是兼和相济的润滑剂、 催化剂、 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使各民族人心归聚、 精神相依， 形成人心凝聚、
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既要从眼前做起， 也要从长远做起； 既要从
点点滴滴做起， 也要从一砖一瓦做起； 不忽视日
常， 不放弃平凡，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自
觉， 嵌入直觉， 成为习惯。

亚里士多德认为， 外物触动心灵， 有感而发的
声音变成语言，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 文字是口语的符号，
正如所有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 所有的民族也没
有相同的口语。 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 内
心经验自身， 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 而且由
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类似的对象也是相同的［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 “内心经验” 上
下功夫， 民心相通， “百事可乐”， 超越语言文字隔
阂、 地理环境局限、 生活方式差别， “人心归聚， 精
神相依”， 结成稳固、 牢靠的精神纽带。 感情共鸣，
心灵交融， 这是通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要把休戚与共、 荣
辱与共、 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经历、 认知、 记
忆， 浇筑到 “内心经验” 里， 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当然， 情感交融、 情感入心只是 “合多
为一” “以一摄多” 的 “铸牢” 事业的一部分， “铸
牢” 事业的各个部分需要全面 “入心”， 成为完整、
统一的 “内心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民族工
作会议讲话中， 提出了十二个 “必须” ： “必须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历史方位” “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重要任务” “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必须坚持正确的中
华民族历史观， 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 “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保证各民族共同
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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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确保
党中央政令畅通， 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 支持各
民族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实现共同发展、 共同富
裕” “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必须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在理想、 信
念、 情感、 文化上的团结统一” “必须坚持依法治
理民族事务， 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 自觉维
护国家统一、 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 “必须坚持党
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提升解决民族问题、 做好民族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民族关系的感情基础是强力
粘合剂， 能够把这十二个 “必须” 牢牢粘合在一
起， 将它们深深嵌入 “五个认同” 的 “内心经验”
中， 牢牢浇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 让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 成为
做好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根本遵循。

四、 兼和相济的交互性

根据张岱年先生观点， “兼和” 的实质是对立
统一， 其侧重点是阐明 “一” 和 “多” 关系， 即承
认差异性， 承认事物的多种内外矛盾是客观存在
的， 在此前提下， “进一步追求事物内外矛盾之间
的动态平衡” ［5］。 兼和相济， 就是把差异性、 矛盾
性的对立事物转化为互为条件、 互助互补的 “共同
体”， 辩证统一， 不断升华。 不过， 兼和相济需要
双方、 多方、 各方的共同努力， 需要把兼和相济变
成大家的理念， 集体的共识， 相同的目标。 要做到
兼和相济、 心有共识， 各群体需要交互付出努力，
不能无所作为， 等闲搭便车， 也不能单边发力乱作
为， 忘记顾全大局。

中华民族由各族人民共同组成， 任何一个民族
都不能全等于中华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自外
于中华民族。 同样，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
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是主干， 各民族文化
是枝叶， 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 “要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尊重
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 五十六个
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少了， 中华民族大家庭就不
全， 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不够 “共同”； 中华民族文
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少了哪个民族的文化，
“集大成” 就不能实现。 在新时代党和政府的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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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话语” 中， “共同” “共有” “三交” 等， 成为高频
出现的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 “共同发展繁荣” “共同团结奋斗” “交往
交流交融”， 这些都体现了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的
理念， 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脱贫致富奔小康，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一
个民族也不能掉队。

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以交互性为
前提， 以我对别人的尊重换来别人对我的尊重， 以
我对别人的包容换来别人对我的包容， 以我对别人
的理解换来别人对我的理解， 以我对别人的支持换
来别人对我的支持： 我认同你， 你认同我； 你离不
开我， 我也离不开你； 你尊重我， 我也尊重你； 你
帮助我， 我也帮助你； 你对我兼和， 我也对你兼和；
你 “全通” 看问题， 我也 “全通” 看问题。 民族之
间有了兼和交互性， 就能够彼此兼容， 积极主动、
高高兴兴地交往交流交融。 因此， 民族之间的交往
交流交融要以交互兼和、 彼此兼容为前提， 切不可
一厢情愿、 一头热， 把自己的问题当成别人的问题，
把我群利益摆放到他群甚至共同体利益之上。

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 符合专业的田野工作要
持续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目的就是通过 “同吃同住
同劳动”， 掌握对象社会、 对象人群的语言文化，
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验他们的衣食住行， 参与观
察他们的婚丧嫁娶， 进而学会从本土人观点看问
题， 深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真正把握 “文化
亲昵” ［6］。 所谓交互兼和， 就是能够进得去， 出得
来， 化陌生为熟悉， 化熟悉为陌生， 循环往复， 更
新自觉， 发展自信。 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不一定等
于同意他们的观点； 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 是为了
更好地掌握他们的心态， 理解他们的感情， 明白他
们的利益诉求， 从而更加准确地定位问题， 精准施
策， 解决问题。

五、 结论

兼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在于对党
和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理论、 实行的民族政
策、 进行的民族工作、 治理的民族事务、 使用的概
念术语， 既要一脉相承， 继承发扬， 也要根据新时
代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 创新发展， 与时俱进。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可持续的事业， 是百
年大计， 千年大计， 需要多方推动， 全面领会， 完

整理解， 准确把握， 不可走偏， 不可急躁， 既不可
全盘否定过去， 也不可固步自封， 踯躅不前， 而是
要守正创新， 追求 “兼和通全” “深刻认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 极端重要性和现
实针对性， 使之贯穿民族工作各领域全过程”。

根据本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 围绕这条
主线， 民族工作要不断改进， 不断丰富， 不断发
展， 不断提高质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开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计划而团结奋斗， 自守、 自觉、 自信、 精准、
变通、 包容、 善用、 稳进、 坚持、 守正、 创新， 这
些都属于 “兼和通全”， 有了 “兼和通全” 就有

“共生相济”， 就能够形成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态和民
族生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由多生一， 日新向
上， 发扬各族人民的创造性， “合多为一” “既多且
一” “以一摄多” “以一备多”。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
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提升民族事务治理
法治化水平， 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 推动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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