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归义羌王”和“晋归义羌

侯”金印，隋代胡人吃饼骑驼俑，宋

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像，元代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在故宫博

物院“何以中国”特展上，一系列国

宝级文物璀璨夺目，反映了各民族

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创造中华文化

的历程，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

征，让观众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深

切感受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

民族何以伟大、中华文明何以不

朽，产生了令人难以忘记的效果。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

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

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

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

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

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

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

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从

历史到现在，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

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

深厚底蕴、灿烂辉煌的文化沃土，

在交流交往交融中构筑起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

聚、精神相依，形成了人心凝聚、团

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

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

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

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描

绘在布达拉宫白宫门庭内的壁画，

表现了文成公主进藏的盛况，展示

了汉藏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

性的一幕；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的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

臂，印证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区的联

络交往；红军长征途中的“彝海结

盟”，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具有伟大团结

精神的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

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

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

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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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你来我往、交

流交融中，各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

聚在了一起、文化基因汇到了一

起，为文明的延续、国家的统一注

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

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

量所在、希望所在。修订制定法律

法规，制定政策规划，实施重大文

化工程，举办重大文化活动，积极

搭建各具特色的节庆民俗、展览展

演、文化旅游等平台……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

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各族人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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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天，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

同德、同心同向的全国各族人民，

正在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的崭新篇章。各民族文

化这个“多元”凝聚出中华文化这

个“一体”，中华文化这个“一体”又

引领着各民族文化这个“多元”，交

融出更好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共同文化元素，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迸发出更加持久饱满的精神

伟力。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

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

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

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

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

自信的根源。前进道路上，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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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道路上，

我们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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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才

能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

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西藏考察时，步行察看八廓街风

貌，感慨地说：“千年八廓街，是我

们各民族建起来的八廓街。各民

族文化在这里交流交往交融，我们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这里其乐融

融。”这里承载着各民族文化交流

交往交融的深厚历史，也昭示着

“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要

同舟共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

程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的突

出的统一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

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

我们定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

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

体，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人民日报》（2023年06月16

日 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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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

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