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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书记自2014 年以来多次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这个议题，明确肯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十八大以来，他总书记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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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继续推进中华民族通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编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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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出版座谈会现场摆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图片来源：国家民委官网)


　　2月27日，北京民族文化宫三楼会议室整齐摆列着一摞摞红灰套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当日举行的《概论》出版座谈会，标志着该教材的编纂出版工作圆满完成，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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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出版座谈会现场。(图片来源：国家民委官网)


　　在《概论》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概论》教材站位高远、主线突出、特色鲜明、有血有肉，是一本里程碑式的教材，对开展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开创性、先导性意义。


讲述何以中华的“金教材”


　　“《概论》正式出版是我国教育系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相信这本教材会在高等院校的教学过程中对教师和学生理解和提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以及铸牢工作的必要性都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读过《概论》后认为，教材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了全新的解读，讲清楚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明确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其中第十六讲的主题“文明新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把“铸牢”工作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这是对未来的展望。


　　教材按照不同历史时期介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华传统文化讲“和而不同”，这些章节按照历史分期详细介绍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大框架下充实进大量鲜活的史料和丰富的图片，说明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大一统”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如何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概论》全面阐述和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古代各个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具有很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级教授何星亮认为，该书是全面阐释他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教材。


　　教材以铸beat365安卓版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强化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全面阐释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他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政治性和教育性很强的教材，是当前民族学界最好的民族理论教科书。


　　何星亮对《概论》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教材十分注重从学理性和逻辑性的角度，系统阐释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和关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指示精神。深入研究和阐释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全面呈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内涵和构成演变的动态过程。是正确把握和科学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教材。以大量的历史和当代的资料来论证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一体的历史。


　　教材以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中华各民族均认同“中国”，均强调“大一统”理念，强调华夷同源，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各民族均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对于增强当代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建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长久兴盛的思想保障，是需要长期建设和不断探索的。”北京大学教授杨立华在充分肯定了《概论》的同时提出，应尽快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的建设。


　　“四年前在很多学校，有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讨论，大家一直盼望着能够出现有指导性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教材。”清华大学教授沈卫荣说：“今天终于有了《概论》，我觉得这个教材的意义是非常远大的，也是到今天为止对我们追寻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总结和提升。对我们以后怎么来继续认识，从历史上和实践上来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能够在全国增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是非常大的。”


　　令沈卫荣非常感动的是，在教材中，学者的想法和观点都得到尊重与体现。《概论》作为实际工作中的指南，不仅是大学里的教材，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一个建树。


史中出论，史论结合，融论于史，开创新型叙事模式


　　“《概论》的出版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件大喜事。”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共乐表示，国家民委和相关出版单位勇挑重担，团结全国众多专家学者，联合攻关，克服无数困难，取得重大成果，其精神和效率令人敬佩。


　　《概论》是以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产生的新成果。贯穿的是新的时代精神，彰显的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教材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回答了中华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及“石榴籽是如何形成的”等重大学理和道理问题，史中出论，史论结合，融论于史的叙述之中，开创了新的《概论》型叙事模式。


　　同时，《概论》对一些重大的核心概念有了更明晰的表述，如教科书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


　　概念是教科书的灵魂。概念的界定尤其是核心概念的界定对于教科书编撰意义重大。《概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极具价值，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杰作。


　　“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概论》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论证了中华民族是包括古往今来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程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人们共同体，系统全面地完成了中华民族实体的学理建构，对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浙江大学教授沈桂萍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构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学理体系。


　　爱国主义根植于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关于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锦绣河山、共同书写祖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共有历史文化叙事，是唤起中华各族儿女共有历史文化记忆、激发各族儿女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资源。


　　《概论》在中华民族历史叙事部分，强调了各类人群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此确认“共有历史文化记忆”的中华民族本体性认知和观念性认同。在中华民族近现代叙事部分，重在叙述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的百年抗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归属感；各民族共同致力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历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自豪感，以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的中华民族自信感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不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命感，为各民族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提供了学理依据和行动目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目录


　　第一讲 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


　　第一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


　　一、中华民族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一、十二个必须


　　二、四个共同


　　三、四个与共


　　四、四对关系


　　第三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大一统历史传统


　　三、“两个结合”理论成果


　　第四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小 结


　　思考题


　　第二讲 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第一节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地理与文明


　　二、国家与民族


　　三、多元与一体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先锋队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


　　二、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团结进步


　　三、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小 结


　　思考题


　　第三讲 文明初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


　　第一节 中华民族起源


　　一、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


　　二、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三、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


　　第二节 华夏初立


　　一、邦国林立


　　二、王国初统


　　第三节 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


　　一、连续演化


　　二、创新发展


　　三、包容开放


　　四、从分到合


　　小 结


　　思考题


　　第四讲 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


　　第一节 华夏共同体的孕育


　　一、中华文明核心区


　　二、“内服”与“外服”


　　三、文字与青铜器


　　第二节 华夏共同体的发展


　　一、周初分封


　　二、周礼秩序


　　三、“周道”路网


　　第三节 华夏共同体的成熟


　　一、从“诸夏”到“华夏”


　　二、杂处与通婚


　　三、“同文”与“共祖”


　　小 结


　　思考题


　　第五讲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


　　第一节 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


　　一、中央集权与郡县制


　　二、藩属治理体系


　　三、边疆政权演化


　　第二节 形成统一经济体系


　　一、统一度量衡


　　二、车同轨


　　三、关市不乏


　　第三节 重塑社会生活


　　一、编户齐民


　　二、行同伦


　　三、人口迁徙


　　四、汉人形成


　　第四节 深化文化交融格局


　　一、书同文


　　二、儒学正统


　　三、列国文化交融


　　四、中原与边疆互动


　　小 结


　　思考题


　　第六讲 “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节 政权并立与政制趋同


　　一、政制趋同


　　二、中华认同的扩大


　　三、从胡汉分治到胡汉一体


　　第二节 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


　　一、游牧与农耕互补


　　二、平原与山地联结


　　三、跨族群经济发展


　　第三节 社会变迁中的结构重组


　　一、北方部落制的解体


　　二、南方族群的编户化


　　三、南北族群的双向迁徙


　　第四节 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


　　一、北朝时期西域华化


　　二、儒释道文化交融


　　三、夷夏共祖的历史书写


　　小 结


　　思考题


　　第七讲 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节 共构政治格局


　　一、共融的政治秩序


　　二、兼容的社会治理


　　三、开放的选官体系


　　四、柔性的区域治理


　　第二节 共塑经济秩序


　　一、经济重心南移


　　二、参天可汗大道


　　三、丝路贸易


　　第三节 共享社会文化


　　一、兼爱夷夏


　　二、文化鼎盛


　　三、唐蕃互动


　　四、西域新发展


　　五、冲突与融合


　　第四节 唐中晚期的政治文化发展


　　一、安史之乱


　　二、五代十国的唐风遗韵


　　小结


　　思考题


　　第八讲 共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


　　第一节 竞逐“中国”正统


　　一、共尊“中国”认同


　　二、共筑“中国”版图


　　三、共承“中国”之制


　　第二节 共享经济之利


　　一、区域经济交融


　　二、榷场贸易网络


　　三、“宋钱”通行四方


　　第三节 融会社会生活


　　一、族群迁徙


　　二、族际通婚


　　三、礼俗嬗变


　　第四节 融聚“中国”文化


　　一、儒释道之合


　　二、汉字之用


　　三、文艺之融


　　小 结


　　思考题


　　第九讲 beat365安卓版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


　　第一节 重建一统


　　一、统一全国


　　二、行政大区制


　　三、多语言政务


　　四、礼文习儒


　　第二节 经济统合


　　一、驿路体系


　　二、发行纸币


　　三、农牧整合


　　第三节 胡汉一家


　　一、族际交融


　　二、大迁徙大混居


　　三、文化互融


　　小 结


　　思考题


　　第十讲 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固壮大(明朝时期)


　　第一节 巩固统一政治格局


　　一、接续大一统


　　二、建构二元疆域治理体制


　　三、明蒙互动


　　四、共击外敌侵扰


　　第二节 农商并举的经济形态


　　一、边疆屯田与新作物传入


　　二、封贡互市与茶马贸易


　　三、白银流通与市场统一


　　第三节 疏通华夷的社会风貌


　　一、北方族群的内附


　　二、农牧混合社会的成长


　　三、南方多元社会的发展


　　第四节 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


　　一、儒释道三教合一


　　二、儒学教育的推广


　　三、多元文化融聚


　　四、中外文化交流


　　小 结


　　思考题


　　第十一讲 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


　　第一节 政治一统


　　一、疆域鼎盛


　　二、大一统政治观


　　三、因俗而治


　　第二节 经济一体


　　一、边疆地区的新开发


　　二、农业新发展与人口激增


　　三、边疆地区驿站系统建设


　　四、国内贸易体系成熟


　　第三节 社会整合


　　一、人口流动


　　二、交错杂居


　　三、族际通婚


　　第四节 文化交融


　　一、道统与治统


　　二、“同文”之治


　　三、藏传佛教的治理


　　四、忠义精神的推崇


　　小 结


　　思考题


　　第十二讲 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1919)


　　第一节 从帝制到共和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二、晚清政府的“自救”


　　三、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


　　第二节 “中华民族”话语的出现


　　一、近现代中国认同


　　二、“中华民族”族称的出现


　　三、国家建设的初步构想


　　第三节 走向自觉


　　一、共抗西方列强


　　二、区域经济互通


　　三、社会文化发展


　　小 结


　　思考题


　　第十三讲 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1949)


　　第一节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革命新局面


　　第二节 革命新道路


　　一、土地革命与长征


　　二、中华民族先锋队


　　三、全民族抗战


　　四、边区民族治理


　　五、中国命运的抉择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民族治理及其局限


　　一、边疆治理


　　二、社会交融


　　三、治理局限


　　小 结


　　思考题


　　第十四讲 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2012)


　　第一节 重塑现代中国


　　一、捍卫国家统一


　　二、确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三、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第二节 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


　　一、深化民族平等


　　二、加强民族团结


　　三、推动民族互助


　　四、促进民族和谐


　　第三节 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


　　一、经济跨越式发展


　　二、政治文化认同大凝聚


　　三、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加速


　　四、文化共享共传迅速发展


　　小 结


　　思考题


　　第十五讲 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12-)


　　第一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挑战


　　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面临挑战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挑战


　　三、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面临挑战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


　　一、确立民族工作主线


　　二、坚持基本方法


　　三、抓好重点工作


　　第三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成就


　　一、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


　　二、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


　　三、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


　　四、社会上更加互嵌共融


　　五、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


　　第四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路向


　　一、超大规模现代化之路


　　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之路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五、和平发展之路、


　　小 结


　　思考题


　　第十六讲 文明新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节 百年变局与中西治理


　　一、世界格局变迁


　　二、中西治理体系比较


　　三、现代国家认同困境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意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


　　第三节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世界文明互鉴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特点


　　二、人类文明新路的中国探索


　　小 结


　　思考题


　　阅读文献


　　后 记


　　监制 | 王翔宇


　　责编 | 王彦龙


　　制作 | 胡晓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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