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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王
延中研究员所著《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就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
观、正确把握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格
局的形成机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分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关系、推进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点任务、构建中华民族
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几
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深入阐述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论断的重大意义

作者梳理了 2012年到 2023年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
线”“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
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
项工作的主线”的思想脉络，阐述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原创性论断的重大意义。其政治意义在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坚持党对民族工
作全面领导的集中体现，是坚持正确的民族观
和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重要理论前提，是
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保持正确方向的关
键，是抵御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干扰渗
透和破坏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思想武
器。其理论意义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最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的“纲领”和“灵魂”。其实践意
义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坚持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发展方向的指
南，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指
路明灯，是处理好当前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
其时代意义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
聚全国各民族人民和全球中华儿女磅礴力量的
精神旗帜，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

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要。其文
化意义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指导。其国际意义在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正确认识和判断世界其
他国家的民族事务治理和民族政策利益得失提
供重要参考，对于促进世界人民大团结，积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引领作用，为其
他国家解决本国民族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研究内容丰富深入

作者从“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等
几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研究，涵盖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并对
每个方面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例如，对于“中
华民族观”，从民族演变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
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原创性论断的重大意义；从各
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与共同经济生活、文化上
兼收并蓄与共同文化和精神家园、情感上相互
亲近和共同心理素质等方面，分析中华民族共
同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从 56个民族与中华民
族的关系，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阐述中
华民族与 56 个民族关系是上层和下层的关
系；从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中华民族意识与
各民族意识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
系、物质和精神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关系，并从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的角度加以阐述。另外，作者就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点任务、中华民族共
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
内容也进行了有益探析。

学术史梳理清晰

有关中华民族共体研究的一些问题，学术
界进行了探讨。作者就这些问题进行学术史梳
理。例如，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
梳理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阐述了陈连开等学
者的贡献；对“中华民族观的演进”，分析了
古代中国“天下观”的古典民族观、近代中国
民族国家转型中的民族主义民族观和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民族观的演进。在学术梳
理中，作者与先哲、时贤对话，使相关问题学
术脉络更加清晰，同时也阐发自己的认识，增

添了该著的学术价值。

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

该著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例如，作者
“尝试着把‘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
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作为一种新的中
华民族观”，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继承
性、创新性和重要意义；又如，就“中华民
族”与“中国”的涵义及关系进行分析，考察
不同时代“中国”的涵义和地理范围，阐述了
周代文献中“中国”的五个方面涵义，秦汉、
唐宋到清代“中国”范围，阐述谭其骧先生以
清代 1840年前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的地理范
围的正确性。作者指出，当今中国与历史中国
有着不一样的内涵，需要用一个历史发展的眼
光审视和观察历史上中国之地理范围及其内
涵，需要用联系变化视角把历史上的中国与今
日之中国贯通起来分析，既要看到他们之间具
有密不可分的同一性，又不要把二者完全同等
起来，不可用今日之中国套用历史之中国。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要坚持中华文化在
各民族文化中的主干性，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
文明的主体性，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的时代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要发
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作用。

批驳了错误观点

作者对“新清史观”“内亚史观”“族群史
观”“多元文化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
新清史观认为，“清帝国原来不是中华帝国，
而是中亚帝国”；“中国不是清帝国的一部
分”；“满人不是中国人，清朝皇帝只是满洲人
的皇帝，不是中国人的皇帝”；“中国人只有汉
人，满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
等。“内亚史观”从游牧或草原民族角度，重
新审视人类历史，把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汉族王朝”才属于中
国。作者指出，“新清史观”“内亚史观”等错
误史观的实质是解构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一体
性，冲击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冲击中
原政权作为中国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冲击
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边疆地区治理的合法
性，冲击中华文明的传承性与独特性，危害极
大，必须加以批驳。作者认为：“自秦建立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清灭亡，不论是统一时期
还是政权并立时期，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载
体和依托的‘中国’2000多年来未曾改变。”

“中华大地上的朝代更替、政权变迁与事实上
的‘中国’同为一体，仅仅把汉人称为中国
人，把汉人聚居之处称为中国，就是把在中华
大地上的少数民族从中国人中分离出去，把少
数民族集中居住地从中国分离出去，其目的是
压缩中国的地理范围，制造汉族政权与中国北
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对立。”我们要坚持历史中
国与现实中国的同一性，坚持中华文化的主导
性和开放包容性，坚持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共
同体史观。

总之，该著是第一部深入探析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著作，从道理、学理和哲理层面，
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阐释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华民
族大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深化中国特色
民族理论研究和促进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
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部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作
——王延中所著《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述评

图片来源网络。

近年来，三江侗族自治县积极探索“党建+
非遗+民族团结”工作模式，把保护传承和发展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推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深度融合，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区注入“新侗能”。

党旗领航筑“堡垒”，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注入“新侗力”。近年来，三江侗族自治
县采取党建联建、“一对一”结对帮扶等举措加
强对发展和传承民族文化行业的两新党组织党
建工作指导，组织非遗党员传承人带领群众创
作出来的侗族刺绣、三江农民画作品走出三江，
走向国际。一是强化组织建设。从全县262名
侗族大歌、多耶、三江农民画等非遗传承人中发
展培养、择优吸纳65名成为党员，在侗族刺绣、
三江农民画等领域组建 4个党组织，为传承和
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组织保证。二是结对
共建帮带。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按照“1个机关
党组织+1个非遗党组织+N名非遗传承人”的结
对帮带模式，从机关单位选派党建指导员深入
非遗党组织指导发展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结
成对子46对、培养出1560余名非遗爱好者。三
是注重思想引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主线，将三
江侗族自治县博物馆等 22个文博单位建设成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做
好对外宣传与实践教育活动。指导各领域非遗
传承人成立创作协会 5个，创作出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侗族大歌、琵琶歌、多
耶等156个作品，录制侗族大歌50余首，录制侗
戏120余部。

先锋引领育“新苗”，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增添“新引擎”。近年来，三江侗族自治
县深入开展“非遗五进”特色教育活动，通过组
织非遗党员传承人进农村、进校园、进机关、进
社区、进景区,为群众、学生及干部免费培训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仅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
交流交融，还让非遗保护与传承从“独乐乐”变
为“众乐乐”。一是持续开展“非遗薪火”进农
村。由村（社区）党组织发动，非遗党员传承人
牵头，利用侗族“鼓楼讲堂”“油茶坐夜”“风雨
桥上画生活”等形式，为侗族大歌、耶歌、琵琶
歌和三江农民画等非遗爱好者，累计举办培训
班 210余场次，培育农村非遗爱好者 6000余人
次。二是结对共建“非遗课堂”进校园。建立

“1 个非遗党员传承人+1 个学校党组织+N 个
图音体党员教师”结对共建“非遗课堂”模式。
先后组织 65名非遗党员传承人与县内基础教
育阶段学校联合建成非遗传承教育实践基地
29 个，并将其同步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开设“童唱侗歌”“齐绘
侗画”“非遗故事话团结”等非遗教学课程 17
类，教育学生时刻保持一颗红心永向党。三是
深化推行“非遗带侗”进机关。依托“侗感党
课”“青年夜校”形式，组织非遗党员传承人走
进机关单位为干部开展侗语、侗绣和侗族大
歌、琵琶歌、耶歌等培训 190 场次，参训学员
3000 余人次，着力推动形成“人人都会讲侗
话、人人都会唱侗歌、人人都可以讲解侗族文
化”的良好工作氛围，为党员干部在一线推进
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新引
擎”。

多元协同挖“富矿”，为激活文化旅游市场
发展潜力打开“新局面”。近年来，三江侗族自
治县注重联动和活化本土非遗特色资源，通过
精心组织走出侗寨，到区内外开展文旅推介
会，不断推动非遗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

共振、助力各民族群众相融相促。 一是深化
区域协同“共建”。多元探索“党建+非遗+民
族团结”新路径，加强与区内外文旅部门沟通
对接。今年以来共组织走进北京、湛江、重庆
等地开展推介活动 6场次，着力跨区域推动非
遗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协调联动

“链条”。推行“非遗+景区+民族团结”工作模
式，依托程阳八寨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三江县
城大侗寨景区，以开展全国春节“村晚”及“春
到万家”群众文化主会场活动和侗族大歌节、
侗族多耶节等，由景区所在村（社区）党组织牵
头，景区党组织引领，非遗党员传承人组织，带
领群众开展侗族大歌、百家宴、琵琶歌、刺绣等
非遗展演活动，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注入“新
血液”。三是活化非遗传承“共铸”。建成 10
大非遗传承基地、16个自治区级保护示范户、
2个自治区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1个自治区
级传统工艺工作站、10 家广西非遗形象体验
店，先后开发三江农民画、侗绣、吉祥花等非遗
衍生品、旅游文创产品等侗族特色非遗文创产
品 15款，有效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激活侗乡优
秀传统文化生命力。

三江：“非遗传薪”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新侗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