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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7日，北京民族文化宫三楼会议室，简洁大方、红灰相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摆放整齐、书香四溢，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当日，国家民委在京举行《概论》出版座谈会，标志着该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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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封面。


　　尺寸教材，悠悠国事。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铸魂育人的基础工程。编写出版《概论》教材，是完整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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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是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需要。他总书记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在2023年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强调，编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教材。


　　国家民委把《概论》教材建设作为国家层面的政治工程，作为自立吾理的学术工程，作为凝心铸魂的育人工程，按照高质量思政课教材标准做好编写工作，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坚持“两个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实现民族学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突破，填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国家统编教材的空白。


　　超越传统王朝断代史与族别史的权威教科书


　　2020年11月，教育部确定，由国家民委负责编审一部国家统编教科书《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教材要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出发，对中华民族史观进行一次全新的梳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牢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这是一张极其恢宏的试卷，纵揽上下数千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横贯各民族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过去没有编过，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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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出版座谈会现场。




　　这是一项挑战性很强的工作，它不只是教材编写，实际上是要扭转长期以来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一些认知，做理论上的重构和创新，还要把教材的编写与理论的研究、学科的建设融合在一起推进，努力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为编好《概论》教材，2022年，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潘岳到任后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组建了一个国内顶尖的编写组，汇聚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乃至建筑、艺术等领域，涵盖了3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位资深学者。


　　“要坚持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立足中华民族整体视角，超越传统王朝断代史与各族族别史，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展开跨学科论证，宣传阐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样的准则，刻在教材编写组每一位成员的心里。


　　经过反复研讨、科学论证，《概论》教材的编写框架确定为16讲。全书前两讲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第三讲至第十五讲以大量史实，讲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每个历史阶段“三交”演进的历史脉络、内在规律、主要特征，针锋相对批驳错误史观，回应理论难点；第十六讲立足百年变局，通过中西比较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时间紧，任务重，编写组专家争分夺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搜集素材、撰写书稿。即使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专家虽然染病，也未中断编写工作。


　　在编写组专家的精心打磨、联合攻关下，2023年4月《概论》教材形成征求意见稿，7月下旬试用本编写完成，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书共16讲40余万字，以断代史为经线，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纬线，紧扣不同时段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脉络，重点讲“交”，关键说“融”，最大特点是“以史带论、论从史出”。


　　质量是教材的生命线。教材编写过程中，本着边写边试边完善的原则，国家民委于2023年先后在包括委属高校在内的全国240多所高校试用，收集到高校近400条反馈意见；召开16场专题审读会，广泛征求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外交部等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意见，前后7轮逐条逐项修改完善教材，精益求精。


　　“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表示，“对于学者而言，能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编好一本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能看懂的教材，比写学术著作更难。”


　　2023年11月，《概论》定稿，交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


　　接到出版任务后，高教社高度重视，把本书出版作为全社的“一号工程”全力推进，遴选了20余名具有多元学科背景的专业编辑集中攻关，对专业知识、内容结构等问题提出优化完善的有效建议；正式出版前，会同民族出版社对书稿进行了四轮通读、两轮质检，确保打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权威教材。


　　经过多审多校、交叉互审、印前审读等流程的精细打磨，正式出版的《概论》教材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严谨性、适宜性，凝聚了相关部委、专家学者和各校师生的智慧，体现了各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久久为功的使命与担当。


　　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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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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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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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贯彻落实他总书记强调的“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的要求，讲清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何星亮认为，教材坚持以他总书记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用历史规律、史实史料来实证，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教育性，是当前民族学界最前沿、最完备的理论教科书。


　　——首部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解析中华民族历史的教材。教材立足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紧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完整客观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历史，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融合演进过程。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概论》教材按照历史分期详细介绍中华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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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部着眼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教材。教材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民族理论体系的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共乐表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较长的篇幅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及其连续发展历程，阐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史中出论，史论结合，融论于史，开创了新的《概论》型叙事模式。


　　——首部宣传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教材。教材揭示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塑造了中华文明精神品格，反映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大趋势。


　　“《概论》构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学理体系。”在浙江大学教授沈桂萍看来，《概论》教材阐述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讲清楚了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方向是“向内凝聚”，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实体性的理论建构，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下了学理基础。


　　学好用好《概论》教材，推动课程、师资、学科建设


　　今年3月起，《概论》教材将在民族地区高校投入使用，并逐步向全国高校推广。用好《概论》教材、开好《概论》课程，是摆在各高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为确保“教材能让教师讲出来、让学生读进去”，2023年，国家民委会同教育部，先后在全国240多所高校开展《概论》教材试讲试用工作，通过举办教学竞赛、遴选示范课教师团队、开展教学改革项目研究等方式，积极做好试用配套资源建设，为高校开好《概论》课程创造良好条件。


　　教师是讲好课程的关键。国家民委采取“集中培训”和“送课上门”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加强骨干师资培训，会同教育部在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举办3期骨干师资研讨班，累计培训200余所高校的教师500多名。教材课程建设团队还先后赴新疆、内蒙古、云南、吉林等地调研，指导课程建设和试用工作。


　　在出版座谈会上，国家民委会同有关部委，对用好《概论》教材作出安排部署，一方面，充分发挥统编教材作用，民族院校、民族地区院校要开好必修课程，其他高校要用好《概论》教材；另一方面，支持教材进入各级党校团校，纳入各类教育培训。


　　各地各高校与会人员表示，将把讲好用好《概论》教材落实到教育教学中，续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新篇章——


　　建好“金课”，把教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开设一批线上线下优质公共课、专业课和思政课。云南省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吴世雄表示，云南将重点做好培养高水平教师队伍、推动教研深度融合、抓好实践教学、加强业务指导等工作，推动各高校把《概论》课程讲出政治高度、理论深度、视野宽度和情感温度，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云南大中小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锻造“金师”，支持思政课教师及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教师参加《概论》课程师资培训。2023年，中央民族大学共派出27名专家学者参与《概论》教材编写，邀请动太阳2体育APP登陆员包括杨圣敏、严庆等专家学者30人组成教师团队，面向大二年级近4000人开展试用试讲。“通过名师示范、教学比赛等方式，我们培养选拔出一批能精彩讲述《概论》教材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郭广生说。


　　打造“基座”，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建好《概论》课程数字化资源。新疆有多所高校已经开设了《概论》课程，目前已经形成了教材、课件、教案和示范课视频资源。新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正江表示，“我们将结合新疆实际，在教案中有机融入新疆地方性思政资源，做好案例开发，使案例使用恰当贴切。”


　　锤炼“精品”，《概论》教材是一次全新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国家民委将依托与《概论》教材出版同步上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资源中心”，畅通意见采集渠道，广泛收集师生意见，认真研判、及时处理。


　　座谈会要求，委属高校和民族地区高校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教书育人的主线，相关高校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讲出亮点实效，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要加强宣传推介，综合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充分挖掘教材宣传素材，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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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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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太阳2体育APP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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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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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壮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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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2体育APP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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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才丽媛


　　制作 | 胡晓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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