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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包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邢广程 
 

    6月 2日，我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作为代表作了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涵十分丰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很多“重要元素”，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里重点谈谈我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的认识。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第一，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华民族具有统一的共有

精神家园。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水乳交

融的统一文化空间，各民族文化相互嵌入、融为一体。其重要基础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中华

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因此，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文

化融为一体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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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曾遭遇

很多重大挫折，但中华民族融为一体的状态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没有毁灭，靠

的是中华文明具有的高度文化认同，靠的是中华文明具有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中华文明具有共同信念。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建立在“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

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基础上的。“国土不可分”就是要维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我们共

同生活的疆域和空间，伟大祖国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极其

珍贵的遗产和财富。一切想分裂“国土”、割裂我们共同家园的行为都是逆潮流而动，都是违背祖

训，都是必须要加以遏制的。“国家不可乱”就是要维护国家安定繁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进程中，

曾不止一次呈现过国家乱局、出现过政权割据和战乱，但统一稳定的国家始终是历史主流。一切想

搞乱国家的行为，都会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谴责。“民族不可散”就是要维护我国民族大团结的局

面，因为我国在历史上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进程中，我国逐步塑造出

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一切搞民族分裂的行径，都会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民族团结是

福，搞民族分裂是祸。“文明不可断”就是要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源

远流长，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保持其连续性的文明。这就决定了我国在当下与未来的发展进程中

也必须循着中华文明历史的足迹和轨道行进，不可能进行文明的“换轨”和“改道”，必须走中国

自己的文明之路。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来观察中国，既能够正确理解古代中国，还能深刻理解

现代中国，更能敏锐理解未来中国。 

    第三，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论述，

高屋建瓴，将维护国家统一上升为中华文明特性的高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对

国家统一问题有过极其重要的阐述，即“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

历史悲剧重演。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

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四，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的论述，极其鲜明地指明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

国五千多年文明史表明，我国各民族经过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第 2页 共 2页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的中国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载体，各民族

的命运都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息息相关，而一个坚强的统一的国家会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各

民族的利益，最大程度地满足各民族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第一，这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形成了

“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格局是通过中国各民族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促成并长期保

持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融为一体的基本途径

和方式。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推动和促进我国各民族进行广泛而持久的交往交流交

融，这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路径，是实现民

族大团结的有效途径。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视角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需要正

确处理中华民族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我国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

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

要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拓展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渠道和途径。 

    第二，这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在中国历史上，我国逐步形成了各宗教

信仰多元并存的局面。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是从国外

陆续传入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更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实现不同民族

和不同信仰的和睦共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14亿多人口、56个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十分重要；

保持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对国家长治久安弥足珍贵。 

    第三，这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情怀。中华文明不断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

因为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事实上，中华文明是不断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而形

成的文明。横贯东西的古代丝绸之路给中华文明与其他欧亚文明的交流提供了载体，中华文明不断

与其他文明保持相互交流的状态。而源自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传承发展是重要途径 

    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党治理边疆的重要指导思想，而文化传承发展

是实现党的治边思想的重要途径。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政治理念和人文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中

华民族始终把“大一统”看作极为重要的价值遵循，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新时代，

“大一统”理念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在边疆地区建设中应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

思想理念，以“大一统”的人文理念为视角，更能深入理解“统一是历史趋势”这个大道理。爱国

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珍贵的核心价值。民族团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厚重的历史凝

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文化认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鲜明的历史特征，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最深层次的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从政治高度来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习近

平总书记还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移的历史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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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将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视

为党和国家极其重要而崇高的政治使命。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高度，

高屋建瓴、高度凝练、极其鲜明地指明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极端重要性。其中，中华文明“突出的统

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深邃的

理论视野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