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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史和民族研究的角度看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

理论创新∗

马　 戎

■■■■■■■■■■■■■■■■■■■■■■■■■■■■■■■■■■■■■■■■■■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出版是我国民族史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一

件大事。 在过往的研究中，无论是中国通史研究还是断代民族史研究，对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的历史进程尚未能形成较为周全的知识体

系。 与之相应的，国内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中国历史教材，多着重于中国通史和

断代史的讲述，缺乏对中华民族及其内涵的介绍。 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

概论》出版发行正当其时。 该书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为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

的主线，深度发掘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

特殊的凝聚作用，努力发掘并高度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

实，有助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该教

材的出版在高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学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历史观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高校教育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这是作者在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上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出版座谈会上发言的修订稿。

　 　 经过编写组各位学者的辛勤努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正式出版，很快将成

为许多高校的正式教材。 它的出版是我国民族史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
近些年，党中央一再强调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这项工作作为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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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这是基于进入 ２１ 世纪后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历史性变化而

提出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

族理论和民族工作进行历史性总结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
为了深刻理解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我们首先应当全面梳理和理解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

次集体学习并发表讲话，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 “要优化学科设置，
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

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①《中华民族共同

体概论》的编写就是落实中央在民族工作领域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环节。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国家民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出版举办发行座谈会，《新闻联播》做了

报道，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这部教材的高度重视。
从形式和内容方面来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教材。 但是，这本《中华民族

共同体概论》与我国以前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和教材之间有什么不同

之处？

一、我国历史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基本情况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几大类。
中国历史研究的第一类是中国通史，作者有范文澜、吕思勉、钱穆、白寿彝、雷海

宗等老一代学者。 这些通史类的著作对中国历史上自殷商以来各中原朝代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由于各朝代中原政权与边疆割据势力之间的族际

交流与战争，往往是影响甚至决定中原朝代存亡的重要政治军事事件，所以通史类的

中国历史对这些事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以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为例，在第一编的“西

周”部分介绍了“各族间战争与西周的灭亡”，在“东周”部分介绍了“各族间的斗争

与融合”。 第二编“东汉三国”部分介绍了“汉文化对国外诸族的影响”，“北朝”部分

介绍了“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合”。 第三编“唐”部分谈到“唐朝与四方诸国的各种关

系”。 但非常遗憾，范先生的这部通史只写到唐朝。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介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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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ＶＷ００１. ０３６ 习近平论民族和宗教工作（２０２３ 年）》，“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ｘｕｅｘｉ． ｃｎ ／ ｌｇｐａｇ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ｉｄ ＝ ２２７２４７４０４１６９０２９０２１６＆ａｍｐ； ｉｔｅｍ＿ｉｄ ＝ ２２７２４７４０４１６
９０２９０２１６ＶＷ００１． ０３６． ２０２３１０２７．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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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时论及“胡人之内地杂居”，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介绍“胡人之汉化与胡汉合作”，又
介绍了“金起灭辽”“金灭北宋”“蒙古之入主”和“满洲兴起至入关”。 但是，这些通

史类研究著作对于各朝代各民族在民间社会层面的族际交往和边疆各群体自身的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少关注。 这些方面的介绍之所以相对较少，一方面是受到相关

史料缺乏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与许多研究者并不掌握各边疆部族的文字、较少利用这

些文字的史料有关。 近些年欧美和日本学者发表的一些中国边疆史研究成果在学术

界有一定影响，也与这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边疆部族的文字史料有关。
第二类研究关注的是各朝代的具体断代史，如先秦史、战国史、汉史、魏晋南北

朝、隋唐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等。 由于相关研究者们的关注多集中

在某个具体朝代，他们所研究的具体历史时间段仅集中在几十年或几百年之间，因而

能开展深度发掘和细致整理相关朝代的大量珍贵史料文献，做出有重大影响的研究

成果。 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往往不能把所关注的某具体朝代的历史放在几千年中

华民族演变的大历史潮流中来加以考察。 这就好像是水文学家如果只考察一条河流

中的某段，而不去关注这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很容易忽视河流各段之间无法分割的整

体联系。
第三类研究主要耕耘的领域是地方史志，其中大多数研究聚焦我国沿海和中部

的汉人聚居省区。 鸦片战争后，由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文化影响开始渗透到

中国的中西部边疆地区，有些历史学家开始特别关注边疆地区的地方史志研究，调查

当地社会与族际关系的现状，同时关注西藏、新疆、甘青、云贵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的发展历史。 其中一些学者（如李安宅、马长寿等）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调查资料和

文献整理。
第四类研究关注的领域是专题史，如人口史、佛教史、经济史、财税史、交通史、迁

移史、基督教史、太平天国史、法律史、租界史等，其中还包括现在已经被正式识别为

各“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族别史”，还有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

二、我国的民族史研究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述中国历史研究传统范式的影响，我国学术界的民族

史研究工作也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中国民族通史类，如王桐龄、王钟翰、吕思勉、林惠祥、翁独健、罗贤佑、

江应梁、华祖根等先生撰写的不同版本的《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史概要》《中国民

族关系史纲要》等。
第二类是各朝代的断代民族史，主要介绍具体朝代的民族发展和各领域交往。

其中收集史料比较丰富和比较系统的，是由田继周等先生编写、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的分朝代 ８ 卷民族史（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代、明代、清代）。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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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卷可容纳的篇幅较大，提供了不少族际交往的具体信息，其信息来源既包括“二
十四史”，也包括地方志、民间刊印诗文、传记等史料。

我们今天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通史、断代民族

史的研究成果有几点需要关注：一是以上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还是偏重于介绍各类

史料中有关的文献记载，较少去系统分析和深度发掘在这些族际交往活动中所蕴含

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二是总体而言很少从中华民族整体形成和演变进程的高度、
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来解读各群体之间交往的各个具体事件；三是叙事的主

脉大多不够清晰，而且对有些历史事件的讨论很容易站在中原政权的角度来解读相

关史料。
第三类是少数民族史或族别史，也包括少数民族专题史（如韩达先生主编的 ３ 卷

《少数民族教育史》和陈高华、史卫民所著的《元代经济史》）。 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
历史学是一级学科，下面有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 ３ 个二级学科。 “少数民族史”被
归类在二级学科“中国史”下面的“专门史”一类当中。 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２０２４ 年

的研究生专业设置为例，在“中国史”专业下面，共有 ２２ 个“研究方向”，①“中国少数

民族史”只是其中之一。 由于没有“中国通史”这一方向，只有各朝的断代史和专门

史，所以教师和学生们在学术研究和课程学习过程中，就难以出现“中华民族史”“中
华民族共同体史”这样的宏观视角和理论探索。

从我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二级学科、专业方向）的结构来看，中国民族史在历

史学科中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 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综合性大学

中，断代史和国别史始终是主要课程和骨干教师的重点研究领域。 同时，由于我国族

别史的研究者们大多集中在各民族院校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机构（如民族研究

所），他们在中国的历史学科中同样长期整体上处于边缘地位。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国家民委曾组织专家学者

为我国 ５５ 个少数民族各自编写了《简史》，同时为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区、州、旗
县）组织编写了《自治地方简志》。 而这些《自治地方简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当地

的“自治民族”为核心和主线来编写的。 费孝通先生曾经长期参与民族识别和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他在 １９９６ 年指出：“分民族写历史的体例固然有它的好处和方便

的地方，但是产生了我上述的困惑。 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

８

① ２２ 个方向是：１． 先秦史、２． 秦汉史、３． 魏晋南北朝史、４． 隋唐史、５． 宋辽金史、６． 元史、７．
明史、８． 清史、９． 礼学与经学、１０． 历史文献学、１１． 敦煌吐鲁番文书、１２． 中国少数民族史、１３． 古代

中外关系史、１４． 古代中西交通史、１５． 中国近代史、１６． 中华民国史、１７． 中国现代史、１８．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１９．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２０．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２１． 中共党史、２２．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史。 参见《北京大学 ２０２４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校本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 ｚｓｘｘ ／ ｓｓｚｓ ／ ｚｙｍｌ ／ ２０２４ ／ ｙｘ ／ ｚｓｍｌ＿ｓｓ＿ｙｘ＿０００２１．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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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离不开汉族的。 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
……历史研究不宜从一个个民族为单元入手”。①

从把中华民族共同体视为一个整体的立场来看，我国上述历史学下属的各研究

体系都存在一定偏差。 总体而言，无论是中国通史研究还是断代民族史研究，历史研

究叙事的主体除了北朝、元朝和清朝时期这几个由少数族群主政的政权之外，基本上

还是集中在中原的汉人群体和中央政权。 从以上学科和研究成果的整体结构上来

看，由于我国的民族研究最终成了“少数民族研究”，客观上割裂了几千年来中华民

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的历史进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样形成的知识体系

“很难周全”。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别强调：“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

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 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五十六个

民族。 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
灿烂的中华文化。”②因此，在我国的历史学学科中（既包括以中原王朝为主线的中国

通史和断代史，也包括以各“民族”为单元而开展的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来看，以上两个史学研究体系都存在一定偏差，可以说是中国历

史研究中彼此分割的“两张皮”。 这个基本结构如果不进行调整，“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历史叙事始终是不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的研究工作也难以得到我国历史

学科专业队伍的整体性支持。

三、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叙事特点有其特定历史原因

　 　 在近百年的中国话语体系中，“民族”已成为一个最常见的概念之一。 但是今天

我们所理解的具有现代政治与文化意涵的“民族”一词并不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自

有概念，而是鸦片战争后自西方传入的一个具有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内涵的特定词汇，
它的原词是西文的“ｎａｔｉｏｎ”。 我国社会与学术界对“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内涵的认识

也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③ １８７４ 年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首次把“民族”
这一汉文词汇应用于中国国内。 １８９８ 年梁启超在文章中使用了“中国民族”概念。
１９０２ 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 总体而言，自晚清开始，我国才开始接受自国

９

①

②

③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下卷）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３），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５２０ 页。

《ＶＷ００１. ０３６ 习近平论民族和宗教工作（２０１４ 年）》，“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ｘｕｅｘｉ． ｃｎ ／ ｌｇｐａｇ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ｉｄ ＝ ５０９５５１４７５２１４５３５１８７３＆ａｍｐ；ｉｔｅｍ＿ｉｄ ＝ ５０９５５１４７５２１４
５３５１８７３）。

马戎：《西方冲击下中国的话语转变、认同调整与国家重构》，《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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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传入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概念，并追随西方学者和媒体的话语，把中国的汉、满、蒙、
回、藏等群体都称作“民族”。

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民国时期在西南地区开展的社会调查工作曾经一度以“造
民族”为研究导向，即利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概念和调查方法，在西方学者

涉足尚少的云南、四川等少数族群聚居区开展体质、语言、婚姻亲属制度等方面原始

资料的收集，力图识别出“新民族”，以便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当时学术研

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调查语言、体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

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

存在与区分的历史过程。”①在整个民国时期，由传统体制的清朝脱胎的中华民族始

终面临一个如何在清朝领土范围内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 “造国

民”即努力在中国各族精英和民众中树立对“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

文化认同，是贯穿民国时期的最为紧迫的工作。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华战争的规模持续扩大，抗日救亡成为摆在全体

中国人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中华民族”
概念成为中华大地上团结中华各族共同抗战的旗帜。 当时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为

了共同抗击企图灭亡中华民族的日本侵略者。 “抗日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以“中华民

族”为符号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建构”的基础。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五五宪章》公布，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③ 这就

是当时曾引起全民热议的“中华国族入宪”。 １９３９ 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

个”，呼吁“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

族”，④在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这个概念主要用在

５６ 个“民族”的层面。 自 １９４９ 年《共同纲领》、１９５２ 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１９５４ 年《宪法》、１９５８ 年八大报告和修订的《党章》到 １９８７ 年的十三大前，这期间的

重要中央文件都缺失“中华民族”概念。⑤ 费孝通先生指出，自 ５０ 年代开始，“在我开

始参加民族研究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提民族工作就是指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工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１９２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４－１５ 页。
马戎：《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由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一文说

起》，《开放时代》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概念研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１８ 页。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１９３９ 年第 ９ 期。
菅志翔、马戎：《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开放时代》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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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以很自然地民族研究也等于是少数民族研究，并不包括汉族研究”。① 因此，人
们在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所使用的“民族”概念，长期被主要用于指“少数民族”。
直至 １９８７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考虑到港澳回归与台湾的统一，为了重建港澳台精英

与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开始重新出现在中央重要文

件中。

四、我国民族研究领域核心概念用语的转折点

　 　 我国民族研究领域核心概念用语的转折点，是 １９８８ 年费孝通先生发表的《中华

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说，演说稿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上。 曾经

在 ８０ 年代参加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参与民族史编写讨论的费孝通先生表示，自己

“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 怎样能跳出这个观点

来写中国历史呢”？②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即是费孝通先生努力站

在“中华民族”整体的角度来重新叙述中国历史的重要尝试。 这篇文章主题鲜明、脉
络清晰，实际上勾画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虽

然他仍然使用 ５６ 个“民族”的习惯用法，但是非常明确地宣称“５０ 多个民族单位是多

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③ 此后，以中华民族的形

成与演变为主线开展的民族史研究，在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开始多了起来。 １９９９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编写出版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从多个不同的

研究专题出发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和主要特征。

五、国内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中国历史教材

　 　 在我国中小学的中国历史教材中，叙事的主线是中原王朝的朝代更替史，即使偶

尔提到边疆部落和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王国、喀喇汗王朝、大理国等），也主要是站

在中原王朝的角度写寥寥几笔。 我国各大学历史系研究中国历史的课程结构更偏重

于断代史，世界历史专业的研究则是世界各国的国别史。
整体而言，我国中小学的历史教材缺失有关各民族发展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共同

体形成历史的系统介绍，所呈现的只是简略的断代史，缺乏对中华民族及其内涵的介

绍。 而各大学历史系或历史学院涉及中国历史的相关课程主要是中国通史和断代

１１

①

②

③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下卷）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３），第 ５１９－５２０ 页。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下卷）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３），第 ５２０ 页。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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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这与历史学的学科设置和授课教师们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部分高

校开设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类课程，使用的相关教材基本缺失“中华民族”核心

概念，这与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现实情况严重脱节。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工作。 ２０１７ 年国家教材委成立，高等院校

原来长期使用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及此类教材全部停用。 在党中央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项工作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以后，编写一本以中华

民族共同体发展为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的主线，深度发掘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的凝聚作用，努力发掘并高度关注不同历

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新解读，引导广

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的教材，已经成为中国

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历史学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六、新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

　 　 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最重要的结构特征就是“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与之相关的重要核心观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各民族共

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

化”。①考虑到我国目前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现状，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就是：如何以“多元一体格局”为基本框架、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来重新

梳理和书写“中国史”或“中华民族史”。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努力发掘和汇集历史上我国各地区、各族群在各个方面

“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并把各民族的发展演变史融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变

史中，在这个大框架下把这一历史进程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点总结出来，完成一部有

血有肉有骨架、所有史料相互呼应、真正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这个

研究专题绝不仅仅是民族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做好这件事的要害，是应当而且必须把

主流历史学（朝代史）的重量级学者吸收进来，否则我国的历史叙事仍将依其传统惯

性保持“两张皮”的现状。 如何通过对史料的系统研究和重新梳理，以全新的理论框

架、思路和结构编写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加紧推进的

重要研究专题。
２０１４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这个议题。 他明确地肯

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

２１

① 《ＶＷ００１． ０３６ 习近平论民族和宗教工作（２０１４ 年）》，“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ｘｕｅｘｉ． ｃｎ ／ ｌｇｐａｇ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ｉｄ ＝ ５０９５５１４７５２１４５３５１８７３＆ａｍｐ；ｉｔｅｍ＿ｉｄ ＝ ５０９５５１４７５２１４
５３５１８７３ ＶＷ００１． ０３６． ２０１４０９２８．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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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相关的教材编写在近几年成为我国民族

工作中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近几年，小学、中学教材《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

族大团结》已经在全国各地学校的课堂上使用。 近日，以高校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也正式出版，这部教材的出版在高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教学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由于 ２０１６ 年以前编辑出版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

策》等教材已全部停用，这本《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可以说是雪

中送炭。
《概论》的第一讲是“基础理论”，首先介绍了“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概念以及我

党的历史实践，特别强调“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这一章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了全新和系统的解读，讲清楚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

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今后民族工作的方向。
《概论》的第二讲是“梳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介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

以能够形成的特殊的地理环境，系统介绍了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质，以及“多元一体”
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的文化土壤。 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度面临严重的

政治与文化危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努力抗争，最
终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和政治独立，使中华民族真正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概论》的第十六讲，主题是“文明新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 “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重要理念，这是由中华文明固有的和平特性所决定的”，从而把当前的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这
是对中华民族未来长远发展的历史展望。

从第三讲到第十五讲，中间的这 １３ 讲按照不同时期介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

的历史进程。 中华传统文化讲“有教无类”“和而不同”，这些章节分期详细介绍中华

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宏观大框架下充实进了大量鲜活的史料和丰富的图片，用
以说明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大一统”的多元一体格局是

如何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相信，在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过程中，这本教材对教师和学生提高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认识以及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都会产生积极效

果，在落实中央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

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求中发挥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李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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