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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一个铭记和演绎民族情感、民族信仰和民族

历史的集体性意识ꎬ铸牢工作则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再现与重构ꎬ自然赋有整合集体记忆的深刻意涵ꎬ对集体

记忆具有保持、传承和建构的整合功能ꎮ 整合集体记忆具有清晰的脉络ꎬ在整合之前ꎬ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同在的“记忆之场”、互嵌的文明意义、共塑的民族精神ꎬ深刻体现了两者的高度契合性ꎬ为整合提供可

能ꎻ在整合之中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集体记忆进行双向刻写ꎬ追溯并厚植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

忆ꎬ将整合变为现实ꎻ在整合之后ꎬ集体记忆本身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和支撑ꎬ具有强化和

维系中华民族成员身份归属感、民族认同感和心灵共鸣感的功能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筑牢记忆框架、规正记忆方

向、丰富记忆载体ꎬ进而完成整合续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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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ꎮ” 〔１〕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

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ꎬ“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部署ꎬ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ꎬ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

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ꎬ不断加强和改进党

的民族工作ꎬ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ꎬ推进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ꎮ” 〔２〕 党的民族

工作的主线定位不断清晰ꎬ同时“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被纳入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之中并

反复强调ꎬ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ꎬ形成了一

系列精品力作ꎮ〔３〕 习近平在谈及民族团结、中华

民族凝聚力问题时ꎬ多次追溯中华民族元素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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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故事、回忆、历史、文化等ꎬ将“记忆”照进

现实ꎬ这种叙事实质上是对集体记忆的识别与唤

醒ꎬ将各民族成员“引情”至共同的过往经历ꎬ以
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情”ꎮ 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正是需要此类兼具集体性和聚合

性的情感力量ꎬ使中华民族走向牢不可破的共同

体ꎮ 因此ꎬ学者们也注意到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ꎮ〔４〕本研究主要将集

体记忆作为解释框架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视域下对整合〔５〕 集体记忆的“前、中、后”过
程进行全景扫描ꎬ从而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整合集体记忆时的互动关系和表征ꎬ有助于借

力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更好地实

现记忆的续写与传承ꎮ

一、作为解释框架的集体记忆

(一)集体记忆的内涵及特征

集体记忆作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复合型概

念ꎬ最早可追溯至涂尔干的“集体欢腾”ꎬ〔６〕 而对

这一概念实现“克服”和超越的ꎬ正是在“集体记

忆”领域拥有肇始之功的莫里斯哈布瓦赫ꎮ 基

于“过程论”视角ꎬ他将集体记忆视为一种“重
构”过程ꎬ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

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ꎮ〔７〕 基于“二分法”视角ꎬ
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辨析关系之中ꎬ集体记

忆的重构并不是个体主义意识的建构ꎬ虽然“拥
有”和“生产”记忆的是个人ꎬ但始终受到社会集

体框架的影响ꎬ并经由集体成员构成的共同体而

存续ꎬ从中不断汲取力量ꎬ因为“每一个集体记

忆ꎬ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ꎮ〔８〕

虽然群体或机构不能“拥有”记忆ꎬ但植根在特

定群体和机构的个体ꎬ也只能依靠这个特定群体

的情境去追忆和再现过去ꎬ因为无论何时我们生

活的群体都能提供给我们重建记忆的方法ꎮ〔９〕推

论之:个体记忆寓于集体记忆之中ꎬ集体记忆通

过个体记忆体现自身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集体记忆

与历史记忆的“二分法”ꎬ皮埃尔诺拉指出:
“前者是流动的、变形的ꎬ并且会将一个社会群体

的传统包裹起来ꎮ 后者是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和

理性的ꎬ 是专门的科学方法受到应 用 的 结

果ꎮ” 〔１０〕由此可以看出ꎬ集体记忆不等同于历史

记忆ꎬ因为集体记忆完成了对历史情境的超越ꎬ
内化为一个族群的包括情感、意志、信仰等在内

的聚合性意识ꎬ或是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精神标

识ꎮ 集体记忆是从群体的“内部”反视群体ꎬ力
图描绘出集体成员的共同意识ꎬ以便在各个阶段

都能获得身份确认和集体认同ꎬ自然会隐去部分

深刻的变化ꎬ而在“历史”中“只有那些体现变化

的过程或事件才算得上史实”ꎮ〔１１〕 同时ꎬ集体记

忆基于不同时代的语境不断重构ꎬ通过集体的考

量、现实的取舍、历史的参照得以形成ꎬ并非一成

不变ꎬ更不是对历史情境的原样复现ꎮ 因此ꎬ集
体记忆的整合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共同体成

员的集体观念、意志和期待ꎮ
在讨论集体记忆的概念时ꎬ功能主义范式的

研究更加注重价值属性ꎮ 王明珂认为:“记忆是

一种集体社会行为造成人群凝聚的‘亲亲

性’都有赖集体记忆来维持ꎮ” 〔１２〕 一个族群的凝

聚和变迁ꎬ需要以共同的仪式不断强化集体记

忆ꎬ或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加以维持ꎬ当置

于移民情境之中时ꎬ族群的认同和凝聚也同样遵

循这些法则ꎬ需要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

人群进行寻根ꎬ去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ꎬ以
凝聚新族群认同ꎮ 麻国庆将当代中国集体记忆

定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ꎬ〔１３〕 中华各民族

在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ꎬ及其贸易、文化、历
史、习俗、信仰之间的碰撞和叠加ꎬ为中华民族共

同记忆提供了丰厚素材ꎬ形成了“区域”的集体

记忆ꎬ各民族集体记忆经由交融互动ꎬ最终形成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ꎮ
总之ꎬ集体记忆作为文化和心理的记录ꎬ是

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过往的

记忆ꎬ是引起群体性情感共鸣的标志要素ꎮ 集体

记忆能够跨过个体的边界融入集体领域ꎬ进而支

持了群体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等相关的集

体性情感认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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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生成于社会集体框架之中ꎬ又以内

聚性情感连通“过去—当下—未来”ꎬ并在此过

程中不断被贮存、沉淀和升华ꎬ必然带有记忆的

独有性、社会性、时空关联性、可重构性等特征ꎮ
集体记忆的独有性ꎬ是指每个社会群体拥有独属

的集体记忆ꎬ这一特性在“移民”情境中尤为凸

显ꎬ当某一个体移民至新的国家或族群时ꎬ所融

入的新环境提供了“失忆”的温床ꎬ因为新进成

员与原生成员即使建立了友谊或至少是联系ꎬ但
在实际交流中仍会存在情感的绝缘ꎮ 这种“障
碍”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缺乏充分共享的集体记

忆ꎬ即使对方提及亲历过的“欢腾时刻”ꎬ但因不

曾拥有共同的历史参照和弥合基础ꎬ所以被排除

在彼此的集体记忆之外ꎬ由此造成了轻度疏远ꎮ
集体记忆的社会性ꎬ是指集体记忆本身就是一种

社会现象ꎬ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构成了集体

记忆的社会框架ꎬ在框架内“记忆依赖于社会环

境”ꎮ〔１４〕一是因为只有置于社会中ꎬ人们“才能进

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ꎻ〔１５〕二是“只要

支持它的社会一直存在ꎬ集体记忆也就会获得滋

养、不断推陈出新ꎬ得以强化和丰富ꎬ而不会丧失

它逼真的色彩”ꎮ〔１６〕 集体记忆的时空关联性ꎬ是
指集体记忆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具体的ꎬ记忆的

强化和再现需要在空间上被物质化得以表征ꎬ在
时间上被现实化获得定位ꎬ需要在具体时空中促

发特定节点来唤醒人们的情感、回忆和印象ꎮ 一

是以空间为轴ꎬ各种客观实体、地理空间将集体

记忆植根于“被唤醒的空间”ꎬ使集体记忆趋于

具象化ꎬ如纪念馆、博物馆等社会功能场所ꎻ二是

以时间为轴ꎬ在各种重大事件、重要节日中反映

集体的“被经历的时间”ꎬ使集体记忆获得定位

和坐标ꎮ 集体记忆的可重构性ꎬ是指集体记忆的

唤醒和再现是一种重构过程ꎬ因为群体中的回忆

很难被完全保留ꎬ仅是片段式地被提及ꎬ无法再

现出一整套的特征、迹象、描述、命题和反思ꎮ 换

言之ꎬ需要唤醒或回忆的事件在时间跨度上越是

遥远ꎬ越有可能对其保存的意象进行润色粉饰ꎬ
加以重构和修补ꎮ

(二)集体记忆的功能及形式

集体记忆是各群体成员铭刻生活烙印的集

体性意识ꎬ能够唤醒和增强群体的向心力和内聚

力ꎬ以实现群体的稳定和完整ꎬ作为功能化记忆ꎬ
集体记忆建构了我们的共同体意识ꎮ

第一ꎬ集体记忆具有认同功能ꎮ 集体记忆是

构成集体认同的基础ꎬ认同作为一种情感依附和

身份确认ꎬ本身就带有独特性ꎬ并使某一群体与

其他群体区分开来ꎮ 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是在

历史演进中堆叠起来的ꎬ这些不同于其他群体的

特征ꎬ借助诸多符号存储在人们的记忆之中ꎬ成
为集体成员共同的历史记忆ꎬ并不断沉淀为民族

认同的重要源泉ꎮ 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之所以

能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ꎬ是因

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在世界上唯一未曾断裂

的文明中、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演进道路中得到

确证和强化ꎬ成为中华民族成员更为广泛的“过
去”ꎬ为人们提供心灵归属和情感寄托ꎬ给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认同提供方向指引ꎮ
第二ꎬ集体记忆具有团结功能ꎮ 集体记忆是

在实现人们的意愿和经受时代的历练之中ꎬ能够

引发特定历史阶段群体共鸣的内聚性意识ꎬ而群

体的“意愿”和时代的“历练”ꎬ可以理解为拥有

共同的远景目标ꎬ或者面临共同的民族阵痛ꎮ 在

此情景下ꎬ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ꎬ集体记

忆的动员和凝聚功能得到充分释放ꎮ 类似于“中
华民族”话语被强调的情境ꎬ〔１７〕这些情境都成为

中华儿女进一步回忆过去、憧憬未来的历史参照

和基石ꎬ使得中华民族成员对生死与共、命运与

共的共同体想象更加清晰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

结密度和民族性“浓度”得到提升ꎮ
集体记忆涵盖一个群体对过去、当下以及未

来的全部认知和想象ꎬ包括思想的、情感的、物质

的、实践的等多种形态ꎬ其具体形式必然呈现出

内化和外化的多重性ꎬ可表现为符号形式的意识

观念、物质形式的客观实在和文化形式的实践活

动等ꎮ 集体记忆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意志和情感形态的集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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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ꎬ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或者说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当代表

达ꎬ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

要“肌体”ꎻ二是作为实物和实践形态的集体记

忆ꎬ凝缩在赋有民族情结和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

中ꎬ并在仪式操演中获得周期性强化ꎬ成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ꎮ

二、整合的可能: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契合性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相互依存、彼此支撑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对集体记忆具有整合作用ꎬ并具有清晰的整合

时序和脉络ꎬ在“整合”之前ꎬ集体记忆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同在的“记忆之场”、互嵌的文明

意义、共塑的民族精神ꎬ深刻体现了两者的高度

契合性ꎬ为整合提供可能ꎮ
(一)同源共生:同在中华民族成员共有的

“记忆之场”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契合首先体现为同源共生性ꎬ即同在中华民

族成员共有的“记忆之场”———中华大地ꎮ 任何

集团如果想作为群体稳定下来ꎬ就必须想方设法

寻找一个“地点”ꎬ并加以保护ꎬ不仅能够为集体成

员提供交融互动的场所ꎬ而且能够成为他们身份

与认同的象征ꎬ这都源于“记忆需要地点并趋向于

空间化”ꎮ〔１８〕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也是如此ꎬ其生

存繁衍也需要明确且稳定的空间范围ꎬ〔１９〕 在这

一过程中“中华大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第一ꎬ中华大地为中华民族生成集体记忆和

建构民族意识提供了全部地理要件ꎮ 作为中华

民族家园的中华大地ꎬ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虽有

扩大和缩小ꎬ但都是“基本完整地将帝国时代的

国家版图转换为现代中国的疆域”ꎬ〔２０〕 中华大地

所独有的地理单元ꎬ可供中华民族在整全的领

土、连续的文脉之中广泛交往交流交融ꎬ演绎出

中华民族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ꎮ 因为中

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所涵盖的“过去回忆” “当下

经历”和“未来想象”绝非凭空出现ꎬ都是生成于

中华儿女长期的生活互动与实践ꎬ以及历朝历代

统治者对领土整全所付出的政治努力ꎬ“使特定

祖先的领土与人们的集体记忆联系起来ꎬ实现集

体‘记忆领土化’ꎬ进而形成祖国观念”ꎬ〔２１〕 为集

体记忆的强化和形成“国家”内聚性情感作出铺

垫ꎮ 同样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如此ꎬ作为

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中华大地ꎬ成为中华民族进

行集体想象、生成集体记忆的唯一空间ꎬ也为中

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安身立命的生态场域ꎮ
第二ꎬ在中华大地的“位置系统”中所衍生

出的疆域意识ꎬ不断为中华民族走向一体提供基

础和养料ꎬ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重要成

分ꎮ 中华民族的疆域意识萌生于中国先贤的“天
下”想象ꎬ其核心追求并不仅限于空间意义上的

疆域界限ꎬ还延伸至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感和内聚

意识ꎮ 起初这种构想是“模糊无限”的ꎬ直到近

代以来ꎬ特别是随着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ꎬ
中华民族的疆域意识才逐步清晰并趋向“有疆有

界”ꎮ 疆域版图的底定和疆域意识的强化是中华

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ꎬ这一过程中的共同努力和

共同想象沉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ꎬ不断凝聚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二者成为中华大地的

“场之记忆”ꎮ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辽阔

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ꎮ” 〔２２〕在历史演进中ꎬ
中华民族凝聚为牢不可破的民族实体ꎬ今日之中

国版图ꎬ是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创造的历史遗产ꎬ既
凝缩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ꎬ包括领土认同、民族

一体感、“我者”与“他者”的身份区分等在内的心

理倾向ꎬ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想象的地理符号ꎬ而
诸多地理符号成为唤醒集体记忆、凝聚民族意识

的重要资源ꎮ 例如ꎬ中华大地曾以“秋海棠叶”
“东方雄鸡”获得形象化表征和描述ꎬ作为中华

民族成员对领土认同和疆域意识的原初性认知ꎬ
经由不断传播演变为中华儿女所熟知和认同的

具象ꎬ成为民众内心深处的记忆符号ꎬ中华大地

就此被当作“故乡”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扎

根ꎬ中华民族的领土意识、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ꎮ
—５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集体记忆的整合逻辑



(二)内容互嵌:皆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沉淀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内容上具有互嵌性ꎬ皆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沉

淀ꎬ集中体现为对中华民族文明根脉的共同追求

与传递ꎮ 唤醒集体记忆ꎬ实质上就是推动中华文

明在当代实现文化沉淀和意义固定的过程ꎮ 中

华儿女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并不是过往事件、实践

活动、人物经历的简单累加ꎬ也不是中华民族成

员个体记忆的机械填充ꎬ而是作为一种兼具历史

与文化的心理复合体ꎬ需要借助中华民族所共同

创造的文化成果获得援引和支撑ꎬ自然凝结了中

华民族的文明根脉和文化基因ꎮ “记忆需要来自

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ꎬ〔２３〕 而中华文

明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ꎬ〔２４〕 作为中华民族

最为深沉、最具特性的文化符码和同脉印记ꎬ早
已扎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ꎬ成为最持久、最
自信的集体记忆ꎬ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面貌和行为习惯ꎮ 唤醒集体记忆ꎬ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完成中华文明的当代赓续和意义固定ꎬ特别

是对那些可能消失或极易消失的中华文明进行

保存和创新ꎬ有助于唤起群体性的文化认同ꎬ并
促使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在每一次文明传承中

获得复刻和强化ꎮ
同时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拥有深厚的文

化基因和精神基座ꎬ因为文化本身就是某一民族

民族性的重要体现ꎬ特别是通过过滤、沉淀和凝

聚而形成的文化认同ꎬ成为各民族成员情感交融

的关键纽带ꎮ 中华文明具有许多价值元素ꎬ如
“中国”认同的确定、“大一统”理念提供的基本

政治遵循、“天下观”赋予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
“和合”思想蕴含的和谐包容特质等ꎬ共同滋养

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如果离开这些价值元

素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被虚置、掏空ꎬ被抽离

成没有文化根脉和文明活水的“躯壳”ꎬ各民族

成员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内聚性情感链条也

将被撕裂ꎬ中华儿女共同的集体记忆也会随之消

散ꎮ 因此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作为

重要援引资源的中华文明ꎬ特别是其所彰显的

“五个突出特性”ꎬ〔２５〕 既从历史根基、内生动力、
价值追求、和谐共生和世界价值等五个方面涵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又是中华民族在文明意义

上最鲜明的记忆标识ꎬ塑造了中华儿女深厚的家

国情怀和历史意识ꎮ 中华文明从五个方面实现

其特性的凸显ꎬ究其原因是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华

民族的文化沃土ꎬ并承载了各民族的历史记忆ꎬ
横平竖直的汉字、孔孟老庄的思想、经史子集的

典范无不闪现着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历史

轨迹和文化记忆ꎬ因为独有ꎬ所以不可复制ꎬ所以

造就了独特品格的民族和自成体系的文明ꎮ
(三)价值同向:共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价值维度上同向同行ꎬ共同形塑中华民族的

民族精神ꎮ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生发于对民族

“过往”的眷恋ꎬ落脚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ꎬ
在中华儿女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获得强化ꎬ并对作

为记忆主体的中华儿女ꎬ时刻发挥着精神塑造和

引领的能动作用ꎬ以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团结

意识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整体

性认知的内聚性情感ꎬ拥有深厚的历史纵深ꎬ并
历经长期的淬炼升华ꎬ渐次生成了三重意涵ꎬ〔２６〕

同时又上升为国家战略ꎬ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之

主线、民族工作之“纲”ꎬ始终强调整体性和共同

性ꎬ不断形塑着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意识、
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从价值功用的视角不难发现ꎬ中华民族的集

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的吻合

和交叉ꎬ共同规范和凝聚共同体成员的思想共识

和行为选择ꎮ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对特定“过
往”和未来想象的情感共鸣ꎬ以形成群体性、内聚

性意识为目标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以中华

民族本体为核心的“五个认同” 〔２７〕 为目标ꎬ强调

的是身份意识和边界意识ꎬ引导中华民族成员形

成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ꎮ 集体记忆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形塑团结内聚、
命运与共的民族精神ꎬ确保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

展ꎮ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诞生于中华儿女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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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活并渗透其中ꎬ同时又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对

共同体成员展开理性规约ꎮ 如同家庭祖训、礼仪

习俗、宗教传统一样ꎬ既是一系列关于过去的个

体意象的集合ꎬ又是运用于育化的范例、模式和

要素ꎬ再现这个家庭历史的同时ꎬ更确定了家庭

成员的特征、品性ꎮ 这些习俗或模式一视同仁地

赋予家庭成员某种观念和情感ꎬ以此设定一个框

架规约家庭成员的行为举止ꎬ从某种意义上讲ꎬ
“这个框架传统上就是家庭的保护层”ꎮ〔２８〕 于中

华民族这个特殊的“大家庭”而言ꎬ这种“框架逻

辑”依然成立ꎬ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家庭成员”ꎬ也作为集体记忆的“在场者”和“亲
历者”ꎬ集体记忆源于他们的共同生活ꎬ又以各种

习俗、礼仪、道德、宗教等形式渗透至日常生活ꎬ
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着他们的行为ꎮ

当然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行为规范

的导向作用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摄下ꎬ
中华民族成员更加自觉地从内聚性的维度再构

中华民族的聚合力、向心力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ꎬ形成目标一致的行为自觉ꎮ 特别是在

重大历史关头ꎬ中华民族成员能够自觉地对其自

身进行理性规约ꎬ汇聚起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的团结力量ꎮ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的广泛传布ꎬ进而感召人

民大众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最好的

例证ꎮ〔２９〕在新时代ꎬ那种“苦难中铸就辉煌”的过

往已成为中华民族成员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ꎬ而
“奋斗后赢得未来”的前景又成为记忆的续写ꎬ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下ꎬ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ꎬ极具号召力和向心力ꎬ
再度凝聚起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ꎬ使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格局和态势更加稳固ꎮ
概言之ꎬ遭受“集体苦难”的过往成为中华民族

的集体记忆ꎬ创造“集体辉煌”的追求成为传续

集体记忆的动力ꎬ两个维度都伴随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强化与凝聚ꎬ同时ꎬ在此过程中集体记

忆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并进”ꎬ共同

形塑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ꎬ为衍生出命运与共的

族际关系和共同体心理作出双向努力ꎮ

三、整合的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集体记忆的双向刻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整合集体记忆

的过程中ꎬ不断地对集体记忆进行双向刻写:一
是追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ꎻ二是厚植中华

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ꎮ 将整合变为现实的过程

也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再现和重塑的过程ꎮ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集体记忆

的整合提供历史契机

整合集体记忆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题中之义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

时代民族工作之主线、民族工作之“纲”ꎬ这种历

史性的工作瞄定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指明了

方向ꎮ 中华民族共同体要从“凝聚一体”向“牢
不可破”前进一步ꎬ也需要追忆过往ꎬ因为“所有

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ꎬ〔３０〕对中华民族共同的集

体记忆进行选择、整理和建构ꎬ需要在最广阔的

层面影响各民族之间的社会生活ꎬ甚至在具有颠

覆意义的层面重新书写过去的历史ꎮ 因此ꎬ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整合集体记忆提供了历

史契机ꎬ主要是为整合集体记忆定设了标靶ꎬ并
从根本上决定了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ꎮ 整

合集体记忆ꎬ并非由追忆者在历史长河中任意驰

骋ꎬ而是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向ꎬ在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观照下进行集体记忆的整合ꎬ需
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ꎮ〔３１〕共同的

历史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最大公约数”ꎬ是
塑造共同性的重要抓手ꎬ一是保持了中华民族的

边界与认同ꎬ二是铸就了共同体的根源ꎬ加强了

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认同ꎬ就此成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所定设的追忆标靶ꎮ
同时ꎬ整合集体记忆并不是对过往进行简单

保存或回溯ꎬ而是对其作出的刻意选择和过滤ꎬ
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决定了集体记忆

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ꎮ 这一过程有着清晰的流

程分界:第一步“唤起”ꎬ引导各民族成员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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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历史过往进行系统回溯ꎻ第二步“重构”ꎬ部分记

忆无法摆脱“忘却”的束缚ꎬ导致了集体记忆的

残缺性ꎬ整合集体记忆要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进行强烈的当下思考ꎬ必然要对残缺记忆进行修

补和重塑ꎬ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构最具影

响力的集体记忆ꎻ第三步“固化”ꎬ通过各种途径

使新记忆富有认同感和合法性ꎻ第四步“续写”ꎬ
使集体记忆实现沉淀、保持和传承ꎬ需要中华民

族各成员之间进行展演ꎬ强化各民族对历史与文

化的认同ꎬ加深共同体的凝聚ꎬ使集体记忆呈现

的最终面貌能够表达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愿ꎮ
(二)追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虽然记忆、回忆不能等同于历史ꎬ但记忆本

身就刻有历史的印痕ꎮ 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

其安身立命之基ꎬ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一个不

记得来路的民族ꎬ是没有出路的民族ꎮ” 〔３２〕 中华

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荣辱与共的历

史ꎬ具体指涉中华民族暂时的民族阵痛和持久的

伟大荣光ꎬ这都是各民族共同经历、共同见证的

历史ꎬ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ꎬ展演出中华

儿女的集体记忆ꎬ自然留存了中华民族印象深刻

的历史“镜头”ꎬ成为中华儿女内心中诸多经验、
情感和信仰的复合型“历史快照”ꎮ 特别是重大

时刻、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坐标性记忆在人们

的心灵深处扎根筑实ꎬ构成了中华民族成员之间

极易被唤醒的象征符号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离不开对历史的叙事和反思ꎬ因为中华民族

就是一个历经千年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实

体ꎬ与之相伴而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拥有

深厚的历史纵深ꎬ是在长时段历史基因浸润下的

内聚性情感ꎮ 因此ꎬ回溯中华民族的历史ꎬ就成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合集体记忆的重要抓

手ꎬ基本形成了“从后思索” 〔３３〕的两条脉络ꎮ
第一ꎬ对中华民族的暂时阵痛进行回溯ꎬ追

忆中华民族共御外侮、团结统一的抗争历史ꎬ再
度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ꎮ
近代以来ꎬ中华民族在与西方帝国主义这个强势

“他者”正面接触之时ꎬ主权遭到了严重威胁和

践踏ꎬ自此陷入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ꎮ 直至新中

国成立之前ꎬ中华民族长期处于战乱频仍、列强

环伺的苦难与动荡中ꎬ特别是日本全面侵华ꎬ在
中华大地犯下的罪行、制造的悲剧ꎬ成为中华民

族无法忘却的悲痛历史和集体记忆ꎮ 由此ꎬ中华

儿女的共同体意识和民族情感空前高涨ꎬ敌我边

界意识愈发清晰ꎬ斗争目标由“反帝”收缩集中

至“抗日”ꎬ最终凝结为统一整体ꎬ全民族团结抗

战的局面得以形成ꎮ 可以说ꎬ中华民族暂时阵痛

的集体记忆ꎬ将原本嵌在中华民族基因里的民族

意识、民族情感充分激发ꎬ“艰难困苦ꎬ玉汝于

成”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正是在艰难困苦中

获得唤醒、强化和升华ꎮ 因此ꎬ阶段性的苦难记

忆被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要素

得到保存和延续ꎮ 正如我们设立纪念日、纪念

馆、纪念碑ꎬ以及在重大节日举行包括文本纪念、
会议纪念、艺术纪念等在内的纪念活动ꎬ将顽强

抗争、为国献身、生死相依的民族精神深嵌其中

并充分释放ꎬ借助仪式展演来唤醒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沉痛记忆ꎬ产生知耻而后“聚”的情感效应ꎬ
再次将中华民族凝聚成拥有血脉记忆的共同体ꎬ
实现集体记忆的整合与强化ꎮ

第二ꎬ对中华民族的持久荣光进行回溯ꎬ追
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辉煌历史ꎬ再度强化中华

民族的民族自信和奋进合力ꎮ 中华民族史就是

一部中华儿女不断创造奇迹的历史ꎬ诸多人类文

明成果始于中国并传向世界ꎬ铸就了中华民族最

为自信的集体记忆ꎮ 中华民族史上的“秦汉雄

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ꎬ〔３４〕都是各民族共同铸

就的辉煌史记ꎬ增加了中华儿女集体记忆的深厚

底蕴ꎮ 同时ꎬ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的服务型政党ꎬ百余年的辉煌党史ꎬ也自然凝缩

了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谱系ꎮ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过程中ꎬ中
国共产党总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ꎬ去追忆同

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开创的历史伟业ꎬ在整合集体

记忆的同时ꎬ强化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自信

—８８—

　 ２０２３. １２学术前沿



心和凝聚力ꎮ 例如ꎬ从新年贺词到历届党代会ꎬ
开篇即回顾过去一年、五年甚至十年中全体中华

儿女共同创造的美好生活和取得的伟大成就ꎬ特
别是对“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全体中华儿女”
的统括、对“团结奋斗”的刻画、对“历史性胜利”
的总结ꎬ足以表明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不等于个

体记忆ꎬ而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ꎬ属于整

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ꎮ 在诸多重要场合、重要

会议、重要节日去总结和回顾中华民族的持久荣

光ꎬ能够在集体成员脑海中复现全民族共同拼搏

的场景和共同缔造的辉煌ꎬ将其引情至共有的

“欢腾时刻”ꎬ与个体记忆产生高度的情感联通

和共鸣ꎬ进一步实现对中华民族特定时段集体记

忆的整合ꎬ以强化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情感ꎮ
(三)厚植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根脉所系ꎮ 数

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化促使各民族深度交往

交流交融ꎬ缔造了共同坚守、共同传承的文明成

果ꎬ助推中华民族内聚为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共

同体ꎮ 在中华文明的濡染之下ꎬ中华民族创造了

集各民族之大成的灿烂文化ꎬ从玉石、陶器、丝绸

等文化精品到石刻名窟、运河沟渠、帝都宫殿等

宏伟建筑ꎬ从饮食、宗教、礼仪等生活习俗到汉字

诗词、书法国画、舞蹈音乐等文学艺术ꎬ都作为符

号象征融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ꎮ 而深沉的民

族形象及其当代气韵ꎬ正是在对这些文化符码的

追寻、存贮和拣选中被铸成的ꎬ并经由中华儿女

在长时段记忆系统中回忆、想象ꎬ才最终成为共

识的集体记忆ꎬ也基本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文化根脉ꎮ
第一ꎬ追溯先贤文化之根实现集体记忆的整

合ꎮ 从“古代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中ꎬ多元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波浪式前

进”中走向一体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拥有不

断承继的文化根脉ꎮ “大一统” 思想的安定之

道、“和合”理念的包容胸怀、“天下观”的治世视

野等中国先贤的思想文化ꎬ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

性格特征与历史走向ꎬ孕生了仁者爱人、讲信修

睦、和谐共生、天下和合的民族情感和人间道义ꎬ
形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ꎬ进而凝结成共同的

集体记忆ꎮ 更重要的是ꎬ文化表达越是深远厚

重ꎬ对中华儿女的精神塑造性越强ꎬ集体记忆则

更加深刻和强烈ꎬ因为“古代表征越古老ꎬ它们也

就越强大ꎻ采纳他们的人数越繁多ꎬ群体越广泛ꎬ
这些表征就会变得越强劲有力”ꎮ〔３５〕 换言之ꎬ中
华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

持久记忆ꎬ一是其本身古老而深沉ꎬ作为人类文

明中唯一一条未曾中断的文明根脉ꎬ中华文化依

靠其文明特性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化互动ꎬ使自身

“枝繁叶茂”ꎬ成为更加持久、更具标识的民族记

忆ꎻ二是在与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情感观

念相融通时ꎬ不断获得支持和强化ꎬ成为更加自

信的民族记忆ꎮ 先贤文化中以儒家文化较为典

型ꎬ在历史上虽有过“遗忘”、有过争鸣ꎬ但更多

是包容交流、吸纳互鉴ꎮ 儒家文化长时期作为中

华文化的主流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质和风

格ꎬ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践行ꎬ值得我们去回溯、追
忆和传承ꎮ 因此ꎬ“祭孔大典”不是一次简单的

纪念仪式ꎬ而是在对文化根性的追寻中整合集体

记忆ꎬ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ꎮ 孔子及其思想学

说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心印记ꎬ升华为共同的

集体记忆ꎬ借助“祭孔大典”的仪式操演再次将

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融通在一起ꎬ在追寻中

华民族共有的先贤文化的过程中ꎬ实现了集体记

忆的整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ꎮ
第二ꎬ追溯始祖文化之根实现集体记忆的整

合ꎮ 始祖文化是顺应族群、部落、民族的凝聚和

认同而生成的ꎬ流传着中华民族创世、造人、开物

的神话记忆ꎬ既是“多民族同宗同源”的重要叙

事ꎬ又自然蕴含“中华民族是一家”的真挚情感ꎬ
成为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有力注脚ꎮ 在始祖文化记忆的整合过

程中ꎬ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ꎮ
一是历史文献记载丰富ꎮ 史前记忆中对“三

皇五帝”的相关记载ꎬ以诸多鲜活的历史人物和族

群ꎬ演绎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ꎮ 如«淮南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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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训»记载的创世神话、«庄子»记载的伏羲神

话、«淮南子览冥训»记载的补天神话、«山海

经大荒经»记载的俈帝神话等文字文献ꎬ成为

中华儿女追寻始祖文化的重要范本ꎮ 即使在主

观解读和传承过程中有所变化并存在着差异ꎬ但
主体的核心叙事始终如一ꎬ经由考古学家、历史

学家多次整合、编纂ꎬ在中华儿女心中不断形成

一脉相承的认同谱系ꎬ相同的身份归认不断沉淀

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ꎬ强化了中华民族血脉同

源的民族意识ꎮ 开展黄帝陵祭祀活动正是使中

华儿女置身于神圣高远的意境之中ꎬ对黄帝的创

世伟业进行追忆和缅怀ꎬ进而强化中华民族的认

同意识ꎬ实现对中华民族始祖记忆的整合ꎮ
二是口头传承〔３６〕 广泛而热烈ꎮ 虽然口头传

承的声音表达“出口即逝”ꎬ但内蕴的情感寄托

依然存留在人们的脑海之中ꎮ 因此ꎬ口头传承的

保持和延续必然要依靠集体记忆ꎬ塑造成共同记

忆的文化单元ꎮ 在少数民族生活之中诸多始祖

文化的口头传承十分“活跃”ꎬ如彝族的«梅葛»、
布依族的«赛胡细妹造人烟»、拉祜族的«创世

纪»、黎 族 的 « 人 类 起 源 »、 哈 尼 族 的 « 厄 朵

朵»、〔３７〕瑶族的«密洛陀»、水族的«古双歌»、藏
族的«什巴开天辟地歌»等口头神话ꎬ都源于各

民族的共同创造ꎬ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和

集体信仰ꎬ成为我们解读民族历史、整合集体记

忆的密钥ꎬ实质上历经千年传唱的史诗文化ꎬ其
形式及结果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整合与建构ꎮ
始祖文化的口头传承之所以在民间社会占据着

重要地位ꎬ在于其蕴含的价值观成为普遍共识而

被接受ꎬ在民俗中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实践意

义ꎬ并逐渐融入社会生活、节日活动实现生活化ꎬ
促生了在不同境遇下整合多重记忆的自觉意识ꎬ
这种意识关乎族群身份的体认和根脉同源的追

寻ꎬ在国家宏观历史叙事的加持下ꎬ进一步肯认

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ꎬ以唤醒共同祖

源、共同历史的根基性情感ꎮ
三是文物遗址的佐证与支撑ꎮ 相关地质、器

物、古人类、古生物等具有实证意义的文物遗址

的具体呈现ꎬ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ꎬ有助

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何而来” “有何经历”
“走向何处”的根本问题ꎮ 如原始族群的古人化

石和生活遗址ꎬ不断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来龙去

脉ꎬ但部分久远的文化记忆与当下场景具有一定

的时空距离ꎮ 同时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一项系统性工程ꎬ以历史回溯、历史再现的方式

唤醒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ꎬ势必要对其重建ꎬ或
借助现代具象化载体予以新的表达ꎬ突出中华文

化和中华民族的视觉形象ꎮ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

的:“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

现、直抵人心ꎮ” 〔３８〕 我们对黄鹤楼、滕王阁、青龙

寺、雷峰塔等史迹遗址的修复ꎬ是基于集体记忆

和文化传承的需求而进行的重建活动ꎬ通过人文

与物、人文与地之间的互动实现集体记忆的整

合ꎮ 此外ꎬ再现历史记忆的文化节目频繁出圈ꎬ
从«国宝档案»«国家宝藏»到«文物“潮”我看»ꎬ
从«诗词大会»到«经典永流传»ꎬ从«故事里的中

国»到«典籍里的中国»等情景化文艺节目ꎬ打造

出沉浸式的空间体验ꎬ将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辉

煌历史、绝世瑰宝立体化呈现ꎬ进一步建构了中

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ꎮ

四、整合的续写:以集体记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记忆的缺席就意味着现实理解的破碎ꎬ没有

集体记忆的深度整合就难以形成对现实的厚重

认知ꎮ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面相

而言ꎬ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整合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ꎮ 深化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彼此契合ꎬ为整合提供可能ꎬ助推中华民

族完成对集体记忆的双向刻写ꎬ使整合变为现

实ꎬ但这并不意味着整合的绝对完成ꎮ 集体记忆

本身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和支撑ꎬ具有强化和维系中华民族成员身份归属

感、民族认同感和心灵共鸣感的功能ꎬ在此基础

上以筑牢记忆框架、规正记忆方向、丰富记忆载

体“反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使整合完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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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ꎬ实现对集体记忆的全过程整合ꎮ
(一)筑牢记忆框架:在稳定结构中形塑身

份归属感

集体记忆的框架可视为“同一社会中许多成

员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ꎬ〔３９〕 集体

成员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想象ꎮ 就中华民族

的集体记忆而言ꎬ其设定的框架关乎中华民族对

自我身份的想象ꎬ具有根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意义ꎮ 作为一种工具ꎬ构筑集体记忆框架更重

要的作用是形塑中华民族的身份归属感和民族

认同感ꎬ促使全体成员自觉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ꎮ 因此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离不开

具有强烈民族性、稳定性和时代性的记忆框架ꎬ
以提升中华民族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ꎮ

第一ꎬ增强记忆框架的民族性ꎮ 民族性是中

华民族集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

特征ꎬ站位于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的角度筑牢集

体记忆的框架ꎬ需要重视挖掘集体记忆内蕴的民

族特性和民族风格ꎬ将中华民族成员统摄至最为

熟知的民族情境之中ꎬ运用最能代表和反映中华

民族特性的记忆符号增强记忆框架的民族性ꎮ
中华民族最具民族性浓度的“名片”ꎬ基本上是

由未曾断裂的“国家” “国民”和“国土”构成的ꎮ
这些历史成果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民

族特性ꎬ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形态和走向ꎬ成为重要的记忆符码

融入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ꎬ能够引导他们在极具

民族性“浓度”的记忆框架之中理解“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要到哪里去”ꎬ进而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在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ꎮ
如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民族自信等既是中华民

族长期形成的民族气节ꎬ同时这些情感也存在于

其他民族国家的认同谱系之中ꎬ只是构成了不同

的记忆框架ꎮ 因此ꎬ为防止中华儿女滑向民族分

裂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轨道ꎬ陷入多重记忆框

架的纠缠ꎬ更需要擦亮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框

架ꎬ以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经历、共创的文明成

果增强记忆框架的民族性“浓度”ꎮ

第二ꎬ增强记忆框架的稳定性ꎮ 集体记忆框

架的稳定性有赖于框定一个主体核心ꎬ即以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ꎮ 集体记忆框架需要一

个轴心力量的牵引和保障ꎬ以维持中华民族集体

记忆的稳定性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

价值引导和文化信仰ꎬ能够引起民族内部的情感

融合和群聚效应ꎬ形塑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理解与认同ꎬ确保集体记忆框架的内部要素

共同趋向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ꎮ 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稳定记忆框架的主线ꎬ既是

确保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持久牢固的前提ꎬ更是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记忆框架的重要途径ꎮ
第三ꎬ增强记忆框架的时代性ꎮ 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随着各民族之间日益深化的交往交流

交融ꎬ不断展现出新气韵和新形态ꎬ势必需要创

新记忆框架以承载和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可以借助新的符号、新的话语、新的目标推进框

架内容的更新完善ꎮ 如费孝通先生曾以“百花争

艳的大园圃” 〔４０〕化喻中华民族ꎬ在此背景下各民

族之间情感更加凝聚、意识更加统一ꎬ不断走向

一体性格局形态ꎮ 当下我们又创造性提出“中华

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一家亲” “精神家园”等
概念ꎬ将中华儿女共同记忆、集体想象的场域牵

引至“大家庭”ꎬ给记忆框架赋予新的“家庭”意

蕴ꎬ引导中华民族成员找到自身的“家庭定位”ꎬ
增强身份归属感ꎬ助推“中华民族一家亲”逐步

成为中华儿女的共识ꎮ 在推进记忆框架更新的

同时ꎬ还要注重保持记忆框架的完整性ꎮ 记忆框

架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

果ꎬ但各民族成员之间的记忆特征、文化习惯多

元多样ꎬ更新速度有快有慢ꎮ 因此ꎬ完成记忆框

架的革旧出新ꎬ需要充分考量各民族成员的独特

性ꎬ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ꎬ兼顾记忆框

架的时代性和完整性ꎬ在新的记忆框架中实现各

民族共同发展ꎬ彰显不断凝聚的活力与特色ꎮ
(二)规正记忆方向:在扭正偏差中强化民

族认同感

集体记忆的方向决定了整个集体的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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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行为方式ꎮ 但由于当代人的思想不会对过

往中的全部记忆感兴趣ꎬ甚至会遗忘共同的情感

经历ꎬ当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无法产生深刻融通

和情感共鸣时ꎬ就为各种错误思潮提供了异化集

体记忆的空隙和可能ꎬ会导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相背离的错误思潮不断出现ꎬ企图切断各民

族的家国情怀和共同体情感ꎮ 同时ꎬ记忆主体在

碎片化空间中产生的“混乱记忆”ꎬ也会影响中

华民族集体成员的民族认同感ꎮ 因此ꎬ实现集体

记忆的续写ꎬ必须重视对“偏差记忆” “混乱记

忆”的扭正ꎬ规范引导集体记忆的方向ꎬ整治“失
忆症”的同时ꎬ强化集体成员的民族认同感ꎮ

第一ꎬ批判错误思潮中的“偏差记忆”ꎮ 进

入新时代以来ꎬ中华民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

前景ꎬ同时也时刻面对着散布在政治、经济、社
会、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冲

击ꎮ 各种思潮各有侧重而又彼此呼应ꎬ其本身的

迷惑性与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交互叠加ꎬ使其影

响力和破坏力增强ꎬ共同表现就是瓦解中华民族

坚定的文化自信ꎬ抹除共同的历史认同ꎬ颠覆中

华民族对历史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集体认

知ꎬ企图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制造混乱ꎬ扰
乱和消解中华民族的集体性和凝聚性ꎮ 对此ꎬ要
积极引导中华儿女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并增强文化自信ꎬ通过建立完整有效的中华民族

历史叙事和中华民族当代故事的宣传矩阵ꎬ以全

面、客观的视野去追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阵痛

时期”和“辉煌时刻”ꎮ 在阵痛记忆中唤醒中华

民族成员的民族情感ꎬ在前景想象中激发中华民

族成员的奋进力量和民族自信心ꎬ以历史铁证戳

穿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论和面纱ꎬ使中华儿女在各

种错误思潮面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ꎬ主动置身于

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和文化传统ꎬ实现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与坚守ꎮ
第二ꎬ规整碎片化空间中的 “混乱记忆”ꎮ

记忆空间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记

忆主体的缺场ꎮ 由于互联网信息充盈着人们的

日常生活ꎬ隔断了记忆主体与现实空间的联系与

在场性ꎬ使原本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亲历

者”变为了“旁观者”ꎬ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凝聚

的情感联络被网络空间所弱化ꎬ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效果大打折扣ꎮ 二是记忆信息的散

乱ꎮ 蕴含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素材散落在中华

大地各处ꎬ诸多要素未能形成协同联动ꎬ难以发

挥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集成效应ꎮ 对此ꎬ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需要整合碎片化空间的“混
乱记忆”ꎬ既要打磨、拣选现存的集体记忆ꎬ又要

按照记忆内容的特征进行分类整理ꎮ 从共时性

维度上ꎬ可以将集体记忆划分为中华民族的历史

记忆、文化记忆、红色记忆、始祖记忆、人物记忆

等类型ꎬ并与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资源载

体实现协同联动ꎬ促使人们走进系统化集成的集

体记忆ꎬ从更全面、更深层的角度去把握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部面相ꎮ 如民族文化宫主办

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ꎬ将全国

少数民族的敬献礼品展、党的百年民族工作文献

档案展、文物精品展等囊括其中ꎬ引导人们感悟

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党解决民族工

作的艰辛与努力、中华民族的民族瑰宝ꎬ沉浸式

体验和唤醒这些记忆的同时ꎬ加深民众对党和国

家的认同ꎬ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ꎮ 从历时性维

度上ꎬ可以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四个历史分

期〔４１〕 进行集体记忆的分类ꎬ在此基础上还可以

依据不同主题划分成阶段性记忆ꎬ如新时代以来

的脱贫攻坚记忆、伟大抗疫记忆、“探火”“奔月”
“逐日”的航天记忆、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的辉煌记忆等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经

历、共同创造的集体记忆ꎮ 运用清晰的历史链条

将上述记忆进行串联、整合ꎬ打造出具有鲜明时

代特征的集体记忆谱系ꎬ在呈现中华民族伟大荣

光的同时ꎬ增强民众对中华民族历史成就的参与

感、荣誉感ꎬ进而形成不断趋向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ꎮ
(三)丰富记忆载体:在情境濡染中激发心

灵共鸣感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会自动转变为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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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ꎬ完成集体记忆的续

写ꎬ需要借助一定的记忆载体予以再现和保持ꎬ
并在集体成员之间获得系统性、周期性的强化、
普及和传承ꎬ促使各族人民在情境濡染中激发心

灵共鸣感ꎬ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ꎮ
第一ꎬ打造承载民族文化的符号载体ꎮ 打造

符号载体是塑造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在场感”的
重要方式ꎬ其作用就是“用某种在场的感知来表

达某种不在场的意义”ꎮ〔４２〕民族本身是一个历史

范畴ꎬ在其发展过程中势必要形成一套具有象征

意义的符号系统ꎬ用以承载民族情感和集体记

忆ꎬ这些符号逐步演化为确证民族存在、见证民

族发展的有力证据ꎬ使民族群体更有记忆可寻、
历史可循ꎬ最终走向凝聚统一ꎮ 这些符号是拥有

和再生产民族认同之象征的图式和符码ꎬ将其运

用于追溯民族集体记忆ꎬ能够强化人们对自身民

族身份的确认和对民族历史的认同ꎮ 因此ꎬ打造

符号载体ꎬ有助于完成集体记忆的续写ꎬ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孕生心灵共鸣之感的

象征符号ꎮ 特别是拣选和推广赋有民族情怀的

符号ꎬ这些符号与中华儿女的心性养成、情感塑

造具有密切联系ꎮ 在拣选和推广文化符号的过

程中ꎬ要深挖其蕴含的育化意义ꎬ如昭君出塞、文
成公主进藏、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锡伯族西迁等民族互动符号ꎬ黄河、长
江、大运河、泰山、珠峰等自然地理符号ꎬ故宫、长
城、布达拉宫等人文建筑符号等ꎬ这些文化符号

的不断呈现能够强化各民族的共同情感ꎬ促生各

民族之间的一体性意识ꎮ 以“长城”为例ꎬ作为

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标识ꎬ长城蕴含着中

华民族的集体记忆ꎬ并经由多重叙事获得保持和

强化ꎬ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符

号ꎮ 最初ꎬ修建长城的目的是抵御外敌ꎬ除军事

价值之外ꎬ长城还具有维系民族情感和认同的意

蕴ꎬ促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特别是在抗日

战争中不断被强调和渲染ꎬ长城成为民族团结、
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象征ꎮ 进入新时代ꎬ
长城符号更具多重叙事的传播特征ꎬ如运用“血

肉长城”“钢铁长城” 〔４３〕 的话语来唤醒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ꎬ借助«望长城»«天下雄关»«长城大

决战»«烽火长城线»«长城:中国的故事»等影视

作品ꎬ围绕长城而建构的文化范式ꎬ再现这一文

化符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之中的重要地位ꎬ形成了

具有广泛性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文化模式ꎮ
第二ꎬ操演赋有民族情怀的仪式载体ꎮ 传递

和维持集体记忆的必要途径之一就是“纪念仪

式”ꎮ〔４４〕纪念仪式是集体成员依赖某种媒介ꎬ传
递和强化价值观念的纪念性活动ꎬ也可视为更具

程序化和重复性的形式化艺术ꎬ在续写集体记

忆、陶冶民族情操方面具有独特的载体优势ꎮ 习

近平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ꎬ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ꎬ传播主流价值ꎬ增
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ꎮ” 〔４５〕仪式操演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进路ꎬ需要在中华民

族集体记忆之中挖掘仪式活动的重要资源ꎬ如中

华民族历史上的圣人先贤、世系始祖、民族英雄、
历史遗址、重大事件、重要节日等都是可以提炼

出民族苦难、民族精神、民族辉煌和民族复兴记

忆的纪念资源ꎮ 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应发挥纪念

仪式唤醒集体记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功能ꎬ将强烈的民族情感融入操演者和在场者的

当下体验ꎮ 如近年来开展的孔子诞辰纪念、马克

思诞辰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周年纪念、建党建

军周年纪念、国家公祭日ꎬ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

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的主题纪念

活动ꎬ通过仪式操演和心灵体验ꎬ再现集体记忆

的同时ꎬ映射出中华儿女记忆中崇尚英雄、保家

卫国、民族团结的情感共鸣ꎬ使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在周期性的仪式操演中得到强化和巩固ꎮ
第三ꎬ赋能展现民族形象的数字载体ꎮ 网络

空间既是展现和贮存集体记忆的新场域ꎬ又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高地ꎮ 习近平指出:
“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ꎮ” 〔４６〕 数字载体

借助对传统媒介和单一传播模式的超越优势ꎬ在
“视听说”等维度实现了对中华民族集体生活的

—３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集体记忆的整合逻辑



技术变革ꎬ不断以数字模型对集体记忆进行强力

建构和表达ꎬ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性格

进行影像化呈现ꎬ使得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实现

“跨屏遍在”ꎬ有助于各民族成员在网络空间中

完成集体记忆的相互连接和彼此确认ꎮ 以数字

化记忆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要注重建

构传媒矩阵ꎬ将中华民族共同的过往经历与未来

想象转化为线上素材并填充其中ꎬ引导各民族成

员在全景式体悟中增强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

的认同ꎬ以及对中华民族光明前景的憧憬与自

信ꎮ 如«同心共筑中国梦» «国家记忆» «摆脱贫

困»«大道之源»等主题纪录片ꎬ在各大主流网络

平台同步播出ꎬ采用情境再造与情感联动相结合

的方式ꎬ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再度刻写、唤醒ꎬ
构建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记忆共同体ꎮ
同时ꎬ互联网是“偏差记忆”生成、隐匿和散布的

重阵ꎬ对此要借助主流媒体加强意识形态引导ꎬ
定期发布关于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发展成就、民
族政策解读、民族交流互动等相关主题的宣传内

容ꎬ增进各族人民对当前民族工作的清晰了解ꎬ
以及对政策制度优越性的广泛认同ꎬ以此唤醒全

体中华儿女的集体荣誉感和民族认同感ꎬ如“道
中华”微信公众号就是国家民委顺应世界百年变

局ꎬ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

展示中华民族国际形象的网络传播品牌ꎮ

五、结　 语

整合集体记忆是塑造和维护共同体认同的

重要方式ꎮ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贮存了中华民

族成员的共同过往和当下经历ꎬ并对各民族走向

一体性格局发挥着聚合牵引作用ꎮ 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理应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进行

整合和借力ꎬ而集体记忆的整合具有清晰的脉

络:一是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在的

“记忆之场”、互嵌的文明意义、共塑的民族精

神ꎬ体现了对集体记忆整合之“前”的可能与条

件ꎻ二是沿着“从后思索”的两条进路ꎬ追溯中华

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ꎬ体现了对集体

记忆整合之“中”的刻写和巩固ꎻ三是借力集体

记忆ꎬ以筑牢记忆框架、规正记忆方向、丰富记忆

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体现了对集体记

忆整合之“后”的续写和传承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提出为我们站在国家民族的历史高

度ꎬ从民族叙事的视角重新整合集体记忆提供了

历史契机ꎮ 我们应该根据现实需要对集体记忆

进行选择、再现和重塑ꎬ整合中华民族的历史ꎬ形
塑具有超强凝聚力和内在连续性的集体记忆ꎬ从
而在历史中获得继续前行的文化力量ꎮ

注释:
〔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２ 年ꎬ第 ３９ 页ꎮ
〔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高质量发展»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ꎮ
〔３〕严庆:«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

考»ꎬ«北方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ꎻ杨须爱:«各民族交融

汇聚史知识再生产的价值与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视角»ꎬ«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ꎻ郝亚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若干话语趋向»ꎬ«民族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ꎻ等等ꎮ
〔４〕王延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理论

逻辑与实践向度»ꎬ«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

第 １ 期ꎻ麻国庆:«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ꎬ«西北民

族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ꎻ彭继裕、王超:«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向度»ꎬ«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５〕“整合”ꎬ即将零碎化的、片段式的要素融合成一个整

体ꎬ也称为“整合行为”ꎬ指涉一个群体成员为达到共同的目的而

组成整体的能力ꎮ 许多民族国家都面临“国家整合”问题ꎬ其实

质是社会中分离而不相属的部分纳入单一疆域的主权国家ꎬ统

一成为相互具有密切关系的整体ꎬ并建立国家认同ꎬ以避免国家

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ꎮ 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ꎬ其铸牢的

目的就是实现整合、走向一体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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