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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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为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这是深入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得出的重要论断。

近 日 ，人 民 日 报 推 出“深 刻 把 握 中 华 文 明 的 突 出 特 性 ”专 题 ，围 绕“中 华 文 明
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进行阐述。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编者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 刑广程

修齐治平 兴亡有责

家国情怀激发向心力和凝聚力
□ 朱 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统一性”。这是深入考察中国历史
发展进程得出的重要论断。自春秋时期
萌生大一统观念后，在 2000 多年的历史
演进中，虽然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交织出
现，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始
终是历史大趋势。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
国家统一的局面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
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深刻把握中
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就要充分认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全面理解修
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所激发的向
心力和凝聚力。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其价值观基础是家国一体、家国同
构。西周时期，族权与政权的结合使得家
与国具有相同的内在文化机理和社会功
能，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伦理。西周之
后，这种政治伦理主要在儒家思想的倡导
下，进一步实现系统化理论化。如《论语》
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
而患不安。”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进一步引申

出“修齐治平”的说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汉代以后，基于这
些重要思想而形成的家国同构秩序，成为
历代王朝奉行不悖的治理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
构的观念，经由士大夫阶层的传承和弘扬形
成了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是认同中华文
明、维护中华文明的一种强烈表达。唐代韩
愈所谓：“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
家”；宋代陆游临终前赋诗：“王师北定中原
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明代王阳明所说：“大
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
一家，中国犹一人焉”；顾炎武在明亡之后宣
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可以说，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爱国
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

在充斥着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正是
以家国情怀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精神，转化
为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重要精神
武器，成为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
华文明统一性的强大精神动力。尤其是在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家国情怀对

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兴起、爱国主义精
神的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初以
后，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
略图谋，日本一些人不断制造分裂中国、否
认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的各种论调。为了反
击文化入侵，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家国
情怀对种种谬论进行有力驳斥。比如，大
力宣传“黄帝子孙”“炎黄子孙”，不断强化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认同，使得这种
带有全民族泛血缘或象征性血缘关系的文
化符号，在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广泛传播
并得到多民族、多种政治派别的高度认
同。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境内的诸多民族同
为一家的说法，如熊十力认为中华民族“如
一家昆季，分言之，则有伯仲；统称之，则是
一家骨肉也”。此外，以顾颉刚、傅斯年等
为代表的知识界人士，发动了关于“中华民
族是一个”的声势浩大的讨论，有力彰显了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特征。这种中华民族大
家庭意识的凝聚与广泛流传，激发了全民
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动力，对挽救国家危亡
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中华文明的统
一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多年来，始终高
度重视家国情怀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作用，推动家国情怀深深融入
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光明前景。“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唱
出了各民族的心声，成为时代强音。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我国 56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
运共同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我们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厚植家国情怀，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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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国情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原载7月31日《人民日报》）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拥有 14 亿多人口而又精神上文化上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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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勇往直前、无坚不摧
的强大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
河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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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
今，各民族都为祖国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
贡献了力量。建立了向内凝聚的统一多民
族国家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
庭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历
史表现。

建立向内凝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我
国地理特征为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多呈“一
江春水向东流”之势。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
了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自然环境比较优越，
经济发展较快，文化水平比较先进，能够对
周围地区产生辐射力和吸引力。早在先秦
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族为凝聚核
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中原地

区的华夏族从黄河中下游向外发展，逐步形
成了汉族；生活在中原地区周边的少数民族
部落逐步向内聚集，形成了多民族融合互
动、向内凝聚的自然历史过程。此后，我国
历史上的政治局面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即以
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者
为主建立的统一王朝、多民族王朝并立，这
三类政治局面都表现出极强的向内凝聚特
性。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通过中原地
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协同和带动周
边少数民族发展，形成强大的向内凝聚力；
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统一王朝本
身就是向内凝聚的产物，这些王朝入主中原
后又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凝聚
的趋势；在多民族王朝并立的时期，各并立
的王朝都以正统自居，并极力争夺中原地区
的“正统”地位，即使在这样的时期，大一统
思想依然在起作用，中华文明依然表现出突

出的统一性，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内聚性
依然在发展。这些历史现象的产生，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是秦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
同衡，行同伦”，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的重要起点。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
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这表明，在中
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强大
的凝聚力，向内凝聚的结果使中华文明呈现
出突出的统一性。

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多
元一体”中的“多元”和“一体”深刻反映了中
华民族各民族内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
辩证和谐的共同体关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
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模式。目前我国有
56个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
了各自的文化传统，此为“多元”。不过，这
些民族从来不是以相互隔绝、相互排斥状态
出现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嵌入，具

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共同体，此
即“一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共
同体中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
也离不开谁，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共
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56个民族这个“多
元”在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得到充分体
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一部
中国近代史就是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救亡图
存的历史。在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形
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英
勇奋斗，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侵略
者，捍卫了民族独立和自由，共同书写了
中华民族保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
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危急时刻，各民族
总是能够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生动体现了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历史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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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论
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对于
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
领会其丰富历史内涵和鲜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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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通过交往互动，逐
步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和谐关系，共同营造了
统一的共有精神家园。这个统一的共有精
神家园容纳和融合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
化，最终融为一体，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历史上中华民族虽曾遭遇很多挫折，
但中华文明始终一脉相承、绵延至今，一个
基础性原因就是在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作用下，中华民族各民族拥有“融为一体”的

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各民族拥有国土不可分、国家

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
念。国土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生活、繁衍
生息的疆域和空间，是我们前辈世世代代
留下来的极其宝贵的不动产。在中国历史
上，一切分裂国土的行为都没有好下场，都
受到了历史的惩罚。现在和未来，一切妄想
分裂国土的行径也都不会有好下场。国家
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我们共同
的家园。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搞乱国家的行
径都受到了历史的无情审判。现在和未来，
一切妄想搞乱国家的行径也必然遭到全体
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在中国历史上，中
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是，团
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现在和未来，
一切妄想拆散民族的行径也一定会遭到历

史的惩罚和人民的唾弃。中华文明是世界
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
伟大文明。我国先民创造的许多伟大文明
成果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现代中国和
未来中国必定传承中华文明，必然走自己的
文明之路。

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
心。自公元前 221年秦朝建立至今的 2000
多年里，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
国历史上的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国家分
裂必然意味着社会动荡，而社会动荡则是
生灵涂炭的开始，绝不能容许国家分裂的
历史悲剧重演。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
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告诉我们，国家统一

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永远都是中国核心利
益的核心。

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
命运所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一
个羸弱的国家不可能维护住国家的核心利
益，不可能保护好各民族群众，不可能给全
体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宁。新中国的成立
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
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经验充
分证明，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才能维护国
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才是各族人民利益所系、
幸福所系、命运所系。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意义

古往今来，历代中国人民都用自己的行
动维护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面向未
来，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应不断深化研究，
为传承和巩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贡献
史学力量。

做好重大学术问题研究。广大历史研
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历史研究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重大问题为抓手，做好
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具
体来看，我们要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
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

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深入研究阐
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讲
清楚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中国是什么
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
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和人文底蕴；等等。

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
古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所确立的六合同
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华民族始终把大一
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长期
的大一统传统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

一性。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
中，大一统传统和理念具有重要时代价
值。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重点课题之一
《清代国家统一史》从国家统一的视角客
观阐述清代国家实现统一、巩固统一和维
护统一的历史进程，较好地体现了大一统
思想。我们要继续做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
深度研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实现大一统传统与现代国家统一的有
机衔接，不断筑牢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
实文化基础。

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在《史记》
中将少数民族纳入中国史，随后的历代史著

都延续这个体例和传统。这些史著真实客
观和系统地记载了中华民族各民族融为一
体的历史事实，体现出我国古代史学维护中
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担当。今天，我们要着
力提高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研究水平，整
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
量，深入总结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实现、巩
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经验，揭示维护国
家统一的历史规律，把握国家统一的历史趋
势，推动有关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历史研
究不断走深走实，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
精品力作。

（原载7月31日《人民日报》）

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贡献史学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具有
突出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性之一，深刻阐明了这一突出
特性对于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的
重大意义。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
发展史，像中华文明这种大地域文
明还具有如此突出的统一性，是非
常难得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统一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塑造、
支撑和传承的结果。其中，有三个
方面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地理的理想建构，对中华
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塑造作
用。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
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开辟之
功，以高山大川、江河湖海为地理
标识，以河川贡道为联结，划分了
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
州”。在治水分州的基础上，《禹
贡》又描绘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
由近及远、渐次而成的甸、侯、绥、
要、荒“五服”体系，提出以方五百
里或千里的整齐划一尺度治理天
下的政治理想，以期实现“九州攸
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
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
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
壤，成赋中邦”的境界。《禹贡》中的

“九州”，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
远的政治地理建构，其擘画的九州
共贯、多元一体的天下大一统格局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团
结统一的国家观，寄托着济世经邦
之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视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根
本的大一统家国情怀。

治理制度的演进形成了上下
贯通的凝聚力，对中华文明突出的
统一性起到了支撑作用。作为完
整拥有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的大地
域文明，中华文明具备适合农业开
发和国家延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
件。历代王朝国家和历史上各民
族建立的政权，都曾在这片大地域
上探寻稳定的人地关系和制度模
式，以期发展农业、繁衍人口、延续
文化、稳固边疆。秦汉王朝的疆
域，已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
的基础。自秦汉开始推行的郡县
制行政区划体系，总体上为历代所
遵奉。历代王朝根据疆域规模、职
官制度的具体情况，对行政区划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合理化调整，并对
行政体制加以改革。从体国经野、
设官分职到逐步完善的选拔制度，
治理制度的演进能够为国家选拔
人才，再通过体系化的职官制度将
一批批官员派驻辽阔疆域的各个
角落，确保中央的决策和政令得以
达至基层、远及边疆。随着朝代更
迭和疆域拓展，这片广袤大地的各
个区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地区间的经济、文化联
系不断加深，各族人民互动日益频繁。一方面，中原
地区的政权往往会选择以达济天下为国家追求，建
立一统的统治秩序，并根据边疆治理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因势利导，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选择能够实
现疆土稳固和民族团结的国家经略。另一方面，各
民族在迁徙、定居过程中也开拓着疆土、稳固着边
疆，并与中央王朝及其他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经济、
文化的互动，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加深，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根基不断强化。

地域文化的认同形成了源源不断的向心力，对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传承作用。尽管大一
统的中国历史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但也应看到，其
中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在发展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归根到底需要通过稳固的地域文
化认同得以确立和传承。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地方
政府就面临着重整户籍、清理财政、稳定秩序等艰巨
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民众常常依托社会组织
和地方乡贤士绅等，重建集体记忆，通过各种民间文
本的历史叙事，既强调旧制传统，又适应新政改变，
对社会组织加以维系和更新，确认并保护其资源、权
利。在新的行政区划得以建立的过程中，地域社会
的差异性逐渐被纳入国家制度的统一性。与此同
时，许多外来的文化元素也被吸纳到本土化、统一性
的地域文化建构中。从文化意义上领悟这种包容多
元的统一性，才能理解为何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变
乱和挑战，但统一的国家始终存续。此外，“书同文，
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这类维护国家大一统的理
念和举措，不仅仅着眼于技术化的标准制定，更以知
识和制度的方式，对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不平
衡性以及朝代更迭所带来的各地域间的矛盾加以调
适。这样的调适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技艺的
传播带来了便利，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制度文化和国家认同，通过源远流长、未
曾间断的传世典籍以及口耳相传、日用不觉的礼仪
习俗，将生生不息、繁盛多元的地域文化牢固地凝聚
成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进
程中，统一性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原载7月3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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