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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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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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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杨朝明

▶▶▶相关链接——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

杨朝明，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
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出版有

《儒家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出土
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儒学精神
与中国梦》《〈孔子家语〉综合研究》

《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著作，
主编有《儒家文化面面观》《孔子事
迹编年会按》《论语诠解》《孔子家
语通解》等，发表文章300余篇。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考察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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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
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中华民族
是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和不断融
合形成的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相互
影响，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创
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深沉厚重的民
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中华民族的
形成与壮大，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团
结与和谐，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华
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本期讲坛邀请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
院教授杨朝明讲述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存在，
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民族共同体
意识不断积淀逐渐生成的历史。在世
界众多的文明中，中华文明光辉灿烂，
独树一帜，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值得认真总结、大力弘扬。中华民族
历史漫长悠久，在形成与壮大的过程
中，协同意识、协作观念发挥了巨大
作用。

在遥远的五帝时代，中国人就已
经提出了明确的“协和万邦”观念，《尚
书·尧典》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
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
和万邦。”协和，意味着协同与公平公
正，意味着人民和睦相处，各邦国友好

往来。这是告诫为国者要去除一己之
偏爱，好恶一同于天下。亲九族、和万
邦，不仅把家族、宗族治理好，还要把
国家治理好，使各邦团结起来。《左
传·哀公七年》记载，大禹当年举行涂
山之会时“执玉帛者万国”，众多邦国
都认同大禹的统治，这应该就是“协和
万邦”的意思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人
们就思考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的传承
问题，由此产生了最早的规则与制度
意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考古学家
发现，至晚在5000多年以前的龙山时
代，中国就产生了礼制，夏、商、西周三
代递相损益，到周公时代形成了“郁郁
乎文哉”的礼乐文明。《孔子家语·论
礼》记孔子说，“夫礼者，理也。”《礼记·

礼器》说，“礼也者……理万物者也。”
礼乃用以条理社会、整齐人心。既然礼
依理制，其功能就在于“济变”“弥争”

“决嫌疑”，以使人“知其所止”。
山东曲阜是周代鲁国的国都，周

公是鲁国的始封之君，这里在历史上
就建有纪念周公的鲁太庙（今俗称“周
公庙”）。周公庙第一道牌坊东西相对，
分别上书“制礼作乐”“经天纬地”，这
正是周公最大的历史功绩。在总结继
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周公制订周
礼，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到春
秋末年，天下无道，礼坏乐崩，孔子和
早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尤其
把周代礼乐文明发扬光大，使礼乐文
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荦荦大端。

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思考人性与

人的价值，思考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
地相处。《荀子·王制》说，“人，力不若
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明确说出
了人与人之间协同协作的重要性。人
发挥集体的力量，就需要“群”，就需要
合作，形成群体优势。人的特点就在于
所具有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社会分工也更加细密，这对彼此
之间的团结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言而喻，人越能互补互通，互帮互
助，交流融合，就更能产生大的力量，
以共生共赢，共同发展。

在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和融合
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
春秋时期，尽管周王室衰微，天子威权
下降，但以往王官学的巨大文化影响

力，列国之间仍然有许多的基本遵循，有
不少高度认同的基本原则，例如尊王攘
夷，例如恤孤、济困、扶危，例如兴灭国、
继绝世、举逸民，如此等等。《左传·襄公
十一年》说“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如何

“和戎狄”，就是认同应有的价值观念。
早在孔子时代，人们就崇古、尚古、

信而好古，这与中国上古历史的漫长发
展有关。人们向后看恰恰是为了向前看，
是希望从历史的过往中寻找解决现实问
题的方案。今天我们只有走出疑古时代，
认清中华民族文明之树的根扎得很深很
牢，才会理解中华民族深沉的本根意识。
实际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
相互协作、共同聚合的历史，是互助互
惠、合作共赢的历史，可以说中华民族就
是在思考礼的过程中一步步走来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标识

■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追求

■

英国作家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1909～2001）著有《写给大
家的简明世界史》，他在记述汉代以前
的中国历史时，使用的标题是“一个
伟大民族的伟大导师”，他所说的

“伟大民族”当然是中华民族；他所
说的“伟大导师”自然指的是孔子。
他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
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
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
他还说：“只是由于有了他的学说，
这个有着众多省份的大国最终也没
有瓦解。”

中华民族的紧密团结，是因为有
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向心力来自
共同遵循的“道”，“道”就是王道，就
是尊王攘夷；凝聚力来自内心的

“统”，这个“统”就是正统，就是崇尚
一统。从孔子作《春秋》开始，“大一
统”的观念就日渐深入人心。需要清
楚的是，这里所谓“大一统”与“大统
一”有一定的区别。

“大一统”的表述最早见于《公羊
传·隐公元年》，其中解释《春秋》所言

“王正月”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
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
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
故言大一统也。”据《汉书·王吉传》，汉

代有人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
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可见，所谓“大
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其中的“大”
是重视、尊重。“大一统”就是“尊王”，

就是尊王道、抑霸道，就是天下诸侯
皆统系于王。“大一统”不是强调所统
辖疆域的辽阔，而是指国家政治、经
济制度与思想文化上的集中。人们不
是各行其是，这是“天下有道”的
表现。

孔子在《春秋》里寄寓了自己的政
治思想，这与其他文献所显示的孔子
政治思想一致。《论语·季氏》记孔子
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
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汉书·儒林
传》说，“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
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
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
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
图，吾已矣夫！’”尊王攘夷，崇尚一
统，这是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政治理
想，也是民族共同体所必需的思想
前提。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大一统”观
念是一个共识，例如儒家与法家、墨家
主张有异，但都强调政令统一、步调一

致。孔子主张尊王自不必说，孟子也说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有人问孟子：“天
下恶乎定？”他简洁地回答：“定于一。”谁
能定于一？孟子认为，有德者能一之，行
王道者能一之。他主张“君仁臣义，君民
同乐”，他认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
事”，这不是因为桓文所行不是王道而是
霸道吗？《吕氏春秋》说：“王者执一，而为
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韩非子反对

“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墨子有“尚同”
主张，希望“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
子”。

尊王攘夷与那时的夷夏之辨、华夷
之辨一致。王代表王道，代表华夏正统文
化。但夷夏之辨中的“夷”“夏”之分，不是
在血缘、血统与族群意义上，而是在文化
与文明意义上。韩愈总结孔子的《春秋》
笔法，明确指出这一点，他在所作《原道》
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
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底
是夷狄还是华夏，关键在于是否有礼义，
是否遵行礼仪道德。因此，华夷之辨说到
底在于思想观念和文化认知，是文化身
份认同。

几千年来，历代中华儿女以共有
的文化身份认同，讲道德、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在和谐中发展，在
协作中进步，在中华民族这个多民
族的文化共同体中，共同奏响美妙
的乐章。这样的思想作为民族思想
文化的主流，一直发挥着经国济世
的作用。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特别重视
对传统的继承，孔子及其以后的思想
家思考世道人心，继续发展与弘扬传
统，所以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西
方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子的中国”，
实际是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文化
作用的认知。儒家主张王道，反对霸
道，这样的思想强调以德为政，自正
而正人、自安而安人、自尊而尊人，各
民族和谐相处，共存共生，让人心悦

而诚服。在绝大部分的岁月中，中华
民族内部的各个族群都和平和睦、友
好相处。

思维模式标识或代表着价值取
向，决定着行动走向。儒家讲明明德，
讲致良知，着眼于止于至善，特别强
调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只有知所先
后，才能近道而行。抓不住根本，就是
舍本逐末。要明德新民，树立好的社
会风尚，就要唤醒人性，以明德引领
风尚。要唤醒善性与良知，从致知入
手致其良知。儒家讲为政以德，讲其
身正不令而行，乃是强调为政者要以
自身的正引导他人的正。人与他人之
间交流与交往也是如此，首先修养自
身，才能推己及人。其中，修己是关
键、是根本。要使天下“无讼”，必须

“见其过而内自讼”；要使社会和谐，

就应各明其德、人人修身。
儒家思考人的社会性存在，就是

探讨社会安宁与和谐的深层机制。他
们关注根本，将个人修养放在中心位
置，反求诸己，聚焦发展和成长。人们
看到了内在功力，就像火之始燃、泉之
始涌，扩而充之可保四海，否则就连

“事父兄”也做不好。这样的思维有深
邃的动力，有明晰的价值取向，它絜矩
成人，至诚无息，执中而立。它以一以
贯之的思维模式落地，全然思索古与
今、我与世界，这样的思维格局非常宏
大。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说：这
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
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
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强调，中
国人一定要珍视自己传统的价值观，
认为“不光中国人民需要这些价值观，

全世界也需要”。
中华先圣、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

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
欲、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中华先民认
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
关注四方上下。这样的思想不拘泥，
不狭隘，不自私，绝不唯我独尊，不以

“我”为中心，不以“我”为优先。特别
注重当位而行，允执厥中。儒家内圣
外王之道是“道术”而不是“方术”，就
在于它“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
道中庸”。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
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这个

“一”就是忠恕，是整体意识，是执两用
中；也是推己及人，是换位思考。这是
中国古代修身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处
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个人身心关系

的准则。这样的思维用于处理各民族之
间的关系，就是友好相处，互帮互助。站
在自己的立场上，认真为对方着想。以
忠恕思维交朋友，以推己及人打交道，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才更和睦和平地
共同生活了几千年。

如果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
不息的大树，这棵中华文明之树在不同
时期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养分，各民族
优秀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千百年
来，中国人遵循着谦和礼让、求同存异
的传统，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与之
同时，也强调以礼节和，不离中道。在
政治上，柔远人、怀诸侯，宽柔以教。这
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处
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所以能使“近
者悦，远者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可视
为“回家”的哲学。中国有“天下一家”

“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观念，中国
文化重视家庭，从而以家为本位，主张
由孝悌出发培养爱和敬。儒学关注天
下国家，注重家风建设，把孝悌看成做
人的基础，视之为“为人之本”。孔子极
重亲亲之爱、尊长之敬，说“立爱自亲
始”“立敬自长始”。既然把孝与悌看成

“人之本”，因而把爱与敬看成“政之
本”。

每个人生来都属于一个家庭，都
离不开父母家人的关怀，在特定的家
庭和家族中，人们自幼得到了无微不
至的关爱，得到了心灵的滋养，那么，
父母指出的人生道路就注定影响他的
一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被视为孝
的重要表现。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
人都是由家庭走向社会，家与国于是

就应该建立有机的链接。于是，儒家把
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打通，把父
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社会化，即进
行社会化应用与理解，这就产生了家
国一体观念。

曾子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
下能养。”养父母，这是人的基本孝道。
不辱没父母的名声，为人子者要尽力
做到。一个成功的人应是“大孝”之
人。“尊亲”即“使亲尊”，就是“扬名
声，显父母”。意思是大孝之人应该给
父母带来荣耀，使父母受世人敬仰。
要做到这一点，个人的作为必须得到
世人的认可，这就规定了治家的方向
性，就是要与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
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社会认可，才能
给家族带来荣耀，才是一个人的大
孝。《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家齐而后国治”，这就是身修、家齐

与国治的内在关联。好家风的底色是
道德，受社会认可的家风一定基于正
确的价值追求和高尚的行为方式，与
社会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那
么，如何治理“邦家”？《论语》记孔子
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
安无倾。”无论家还是国，公平公正、
安宁安定、和谐和睦都应是一贯的
追求。

儒家希望世人讲信修睦，希望“人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疾皆有所养”。孔
子称这样的社会状态是“大同”，大同
则意味着求同存异，意味着互谅互让、
互帮互助、相互尊重。孔子还称“大同”
为“大顺”，大顺意味着共同的价值遵
循，人心和顺，和睦相处。这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为处理各民族

关系的基本准则。
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最晚

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形成。周初分封
诸侯，有姬姓国家，也有异姓国家。异
姓诸侯有的是功臣，有的是周朝建
立前的方国被纳入到了周的统治体
系，这些异姓诸侯之间往往彼此联
姻，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同姓诸
侯互为兄弟之国，异姓诸侯互为甥
舅之国，这成为彼此和睦交流的重
要纽带。

人都属于一个家，也都属于一个
国。家与国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小我与
大我的关系。秦统一后，车同轨、书同
文、行同伦，也是为了不同族群、不同
区域之间更好交流。汉代以后，出现了
中原汉族政权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和
亲”，其他各民族之间也有类似的“和
亲”方式，这与西周时期异姓诸侯国之

间的联姻有相似之处，各民族由此交流
交融，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促进了各民
族在理想、信念、情感上的凝聚与统一。
这都可以视为“家文化”的放大。佛教中
国化的过程，是外来文化与华夏文化有
机融通的典范，从魏晋时期的三教之争，
到隋代王通等的“三教可一”，再到后来
佛徒主张“力扶姬孔”，佛教成为中国文
化的组成部分。

人莫不亲其亲，莫不爱其家。家是讲
爱与敬的地方，家是年轻人学习爱与敬
的地方。一个人心中有爱有敬，懂得爱
敬，才能把这种爱敬推而广之，一个重视
家庭的民族才会使得各个族群之间以爱
敬之心相互对待，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
相依，成为强大精神纽带，产生和谐与和
睦。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与这种懂爱知敬的中华民族共
同的文化心理有内在的联系。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