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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为研究工具，对１９９２－２０１９年 关 于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研 究 的 核 心 及ＣＳＳＣＩ文 献 进 行 研 究，

从文献发表时间及数量、研究作者及机构、高频被引文献、关键词共线、关键词时区、关键词聚类和研究前沿等方面

进行可视化分析，以便更直观、清晰地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发展情况与演变趋势。总体而言，当前关于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数量不多，合作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已有的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于民族团结、公民身份、“一带一路”、文化认同和中国民族五方面，“共同体意识”是当前研究的前沿，“民族

教育”、“民族交融”、“文化认同”是研究前沿中的热点，接下来有必要侧重具体化实践路径的探讨。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图谱；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Ｄ　６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１６２（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９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ｎｗｎｕｓ．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４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

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１］ （Ｐ１），在 新 的 时 代 背

景下，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这一认知。“中华民族共

同体”概念的提出是我国历史积淀结合时代发展的

产物，是新时代我国实现各民族共建共有精神家园

的前 提，是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动 力 源 泉。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全 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表 彰 大

会上提出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学术界把目光聚焦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国家相

关政策思想出发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理分析中

华民族共同体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路径，研究视

角多元，成果丰硕，但从整体发展、趋势演变的视

角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成果较少。基此，本

研究采用可视化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进行研究，以便人们更直观、清晰地了解中华

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发展情况与演变趋势。

一、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ＣＮＫＩ数据库，高级搜索

设定为主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或者关键词 “中华

民族共同体”，核心期刊和ＣＳＳＣＩ数据库更集中展

现了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关键成果，因

此将来 源 类 别 设 定 为 “核 心 期 刊”和 “ＣＳＳＣＩ”。
剔除无 效 文 献 后，共 有２８３篇 有 效 论 文，截 止 为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文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 用 的 是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 视 化 分 析 软 件，
通过科学计量学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了解

知 识 单 元 之 间 的 关 系［２］（Ｐ２）。使 用 版 本 为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５．Ｒ２，根 据 样 本 文 献 设 置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ｉｎｇ”为１９９２到２０１９，“Ｙｅａｒｓ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为１，

Ｔｏｐ为５０，开始进行可视化分析。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外部特征分析

１．文献发表时间及数量分析

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文献年份发布 （图１）可

知，１９９２年 起 有 学 者 开 始 研 究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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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潮泉 提 出 中 华 民 族 是 典 型 的 多 民 族 共 同 体［３］，

何叔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出发，动态系统地

考察研究民族现象和民族共同体自身发展规律［４］，

其认为民族的产生、消亡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如天

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是随着

历史不断演变的。从辩证法的角度为我们理解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良好

的开端。转折点在２０１４年，这一转折点与 国 家 相

关政策思想 的 提 出 有 关，２０１４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了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界开始大规模关注并积极响

应。自２０１４年后，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研 究 文

献数量呈直线增长趋势，研究主题涉及中华民族、

中国民 族、民 族 共 同 体、国 家 认 同 等，２０１９年 预

测年发表数达１１５篇。

图１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献年份发布

２．研究作者及主要机构分析

当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研究的作者主要有

金炳镐、李贽、青觉、严庆、朱碧波、张会龙和王

延中，他们 的 发 文 量 均 在４篇 及 以 上，其 中 金 炳

镐、李贽和青觉的发文量最多，各有５篇。

图２　研究作者图谱

　　从研究作者图谱 （图２）可知，中华民族共同

体研究的作者之间有合作发文，金炳镐和李贽，严

庆和平维彬等人都有合作关系，但从图中也清晰看

到集中度偏低，进一步的合作有待加强。金炳镐主

要从民族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

力［５］，李贽多从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历 史 脉 络 发 展

切入研究其 逻 辑 结 构［６］。青 觉 和 赵 超 从 系 统 论 角

度出发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即环

境的影响对个体发生作用，同时能动地反作用于社

会环境［７］。严庆 对 中 国 民 族 观 的 演 变 进 行 研 究，

提出中华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理 论 来 源［８］。朱 碧 波

从民族事务治理的视角进行研究，强调强化中华民

族认同，培 育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９］。王 延 中 从

国家政策高度对民族工作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

验概 括 梳 理，落 脚 点 在 培 养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１０］。研 究 者 主 要 从 历 史 发 展 变 迁、民 族 政 策、

民族理论、民族管理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深

入的剖析，研究点关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形成机

图３　研究机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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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被引文献统计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期刊 年份 被引频次

１ 民族认同发生论 王希恩
内蒙古社会科学

（文史哲版） １９９５　 ９１

２ 中华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 周平 政治学研究 ２０１５　 ５３

３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 杨鹍飞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４８

４
培育中华民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构 建 国 家 认 同 的

文化纽带
沈桂萍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４２

５ 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特点 周平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３６

６ 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严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２０１７　 ３２

７
汉语 “民 族”概 念 的 特 点 与 中 国 民 族 研 究

的话语权———兼谈 “中 华 民 族”、 “中 国 各

民族”与当前流行的 “族群”概念

何叔涛 民族研究 ２００９　 ３０

８
铸牢中华民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共

同体
王延中 民族研究 ２０１８　 ２８

９ 论建设２１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傅才武；严星柔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２２

１０
正确认 识 “多 元 一 体”是 培 养 中 华 民 族 共

同体意识的关键
孙秀玲 红旗文稿 ２０１６　 ２１

１１ 对民族共同体的多维思考 都永浩 黑龙江民族丛刊 ２００８　 ２０

１２
中华民族共 同 体 意 识 的 形 成 机 理、功 能 与

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
青觉；赵超 民族教育研究 ２０１８　 １９

１３
民族研究的新 时 代 与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识
麻国庆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１８

１４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 邓新星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１８

１５
积极 培 育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路 径 探 析

———以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团结教育为例
张立辉；许华峰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２０１５　 １６

理、理论来源、意识培养，从学理高度对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应然状态进 行 分 析，“宏 大 叙 事”下 中 华

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培养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就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

径，但 “微观育人”下如何做到培养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将实践之路细化落实仍然任重而道远。

从研究机构知识图谱 （图３）可知，当前对中

华民族共同 体 研 究 的 机 构 主 要 集 中 在 中 央 民 族 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

学、新疆师范大学和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其中发文

量最多的机构是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且主要是各高校民族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

方向研究所进行研究，各研究机构之间有合作，但

较为分散，多独自进行研究。

　　３．高频被引文献分析

　　高频被引文献体现了当前对这一研究进展有突

出贡献的文章，研究者多认可其观点选择引用这一

文献。从高被引文献统计表 （表１）可知，当前关

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周平的观点广为研究者所

接受，在前十五的高被引文献统计表中，周平的文

章有２篇，其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是具国家形式的民

族共同体，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的 结 构 是 一 把

“双刃剑”，具有一体化和被各民族分解淡化两种趋

势［１１］。王希恩 对 民 族 研 究 的 文 献 较 早，指 出 民 族

认同是民族意识的核心要素。杨鹍飞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性质进行研究，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既

是国 家 认 同 也 是 民 族 认 同，更 是 一 种 共 同 体 认

同［１２］。沈桂萍认 为 培 养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核

心是将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相融合，培 育 民 族 文 化 的 现 代 化 意 识［１３］。其 中 严

庆、王延中、麻国庆和青觉等人发表文献的年份较

晚，但被引频次较高说明其是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

研究中较 具 代 表 性 的 文 献，其 观 点 在 后 文 中 有 说

明。总体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前十五高频被引文

献涉及 民 族 认 同、中 华 民 族、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文化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学理分析、实践路径均进行了探讨，对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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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内部特征分析

１．关键词共线分析

关键词共线分析是基于关键词在论文之间共同

出现的频次形成的共线网络，其中节点数是关键词

个数，连线代表关键词在同一篇论文中共同出现，
频数越大，十字架越大。中介中心性为多篇文献中

出现同一个关键词，中介中心性越大证明关键词越

重要。

图４　关键词共线知识图谱

根据关键词共线知识图谱 （图４）可知，中华

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十

字架最大，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民族认同、国

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十字架较大，证明其关键词的

频数较高，即在样本文献中多次出现这一关键词。
文献的关键词是对文章的高度概括和核心内容的把

握，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民族团结、国

家认同等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表２）进 一 步 说 明 了 这 点，从 表 中 可 知 关 键 词 频

数的排序，频数越高说明在文献中以这一关键词为

核心内容的 论 文 越 多。其 中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中华民族”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频数最

高，与图４表达的内容一致。
表２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序号 频数
中介中

心性

最早出

现年份
关键词

１　 ７８　 ０．４８　 ２０１６ 中华民族共同体

２　 ７０　 ０．３９　 ２０１１ 中华民族

３　 ６８　 ０．１４　 ２０１７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４　 １９　 ０．１３　 ２０１５ 国家认同

５　 １４　 ０．２２　 ２０１８ 民族团结

６　 １４　 ０．２４　 ２０１７ 文化认同

７　 １３　 ０．０８　 ２０１５ 共同体意识

８　 １２　 ０．１１　 ２０１５ 民族国家

９　 １２　 ０．１７　 １９９２ 民族共同体

１０　 １１　 ０．０６　 ２０１６ 民族认同

２．关键词时区分析

关键词时区图体现了关键词首次出现年份在时

间轴上的演变，从中可以直观清楚地了解随时间变

化出现的新关键词，了解当前研究的热点。

图５　关键词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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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关键词时区图 （图５）可知，中华民族共同

体研究的 “分水岭”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５年之前关键

词集中在 “民族共同体”和 “中华民族”，２０１５年

以后新关键词大量涌现。这一关键节点的出现主要

是由于２０１４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讲话引发学术热，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研究 不 断 深 入 挖 掘 新 的 热 点，２０１９年 出 现

新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 “民族教育”、“民族交融”、

“文化认同”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更

加深入、细化。

３．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共线分析可以了解当前研究的热点，但

对单一关键词的共线分析无法了解关键词之间内在

的逻辑关系，因此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进一

步了解主要聚焦主题，数字越小的聚类中包含的关

键词越多。

图６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从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图６）可知，成像后

的图谱Ｑ值为０．４７４８，Ｓ值为０．４８０９，聚 类 效 果

显著，聚类结果合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聚焦于

六个主题：民族团结、公民身份、“一带一路”、文

化认同、中国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综合

而言，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主要是从民

族团结、公民身份、“一带一路”、文化认同和中国

民族五方面进行研究，下面对这五方面内容分别进

行论述。

１）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对我国多元一体格局来说是维护国家

统一的重要基石，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共同团结奋斗，休戚与共繁荣发展。有研究者

实地调研宁夏民族团结示范区、青海藏区、新疆地

区，并因地制宜地提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 体 的 策 略［１４］从 而 维 护 民 族 团 结。还 有

研究者认为 民 族 团 结 工 作 要 落 实 在 民 族 团 结 教 育

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要落实在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 中［１５］。另 有 研 究 者 以 西 南 民 族 大 学 民

族团结教育活动为例探析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路径［１６］。严庆 和 青 觉 对 我 国 中 小 学 民 族 团 结 教

育工作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认为国家纲要文件的

指导和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设置是保障中小学民族

团结教育顺利开展的关键，民族团结教育是中小学

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主题教育活动是中小学民族

团结教育的 主 要 形 式［１７］。对 民 族 团 结 方 面 已 有 的

研究侧重于实践层面的分析，民族团结应落实在民

族团结教育上，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是进

行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途径。

２）公民身份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 在 第 二 次 中 央 新 疆 工 作 座 谈 会

中提出：“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

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培养紧密相关，公民身份的认同是培养的关键所

在。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历史文化共

同体，同时也是政治法律共同体，通过公民身份认

同可以引导 建 构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１８］。还 有 学

者提出中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建 构 要 超 越 民 族 主 义 学

说，改变以往理解民族关系的思维方式，身份的多

样性与尊重民族身份不冲突，要以公民身份重塑人

与人之间的 关 系［１９］。还 有 学 者 基 于 民 族 事 务 治 理

角度提出要强化各民族的公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

认同［２０］，闫卫华 和 邱 源 泉 提 出 要 加 强 新 疆 公 民 教

育，提高公民意识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感［２１］。对公民身 份 方 面 的 研 究 多 从 法 学 角 度 进 行

分析，公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基于政治方面解读个

体公民身份而不是民族身份，通过公民教育淡化民

族之分。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突

出战略位置，这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实践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迈向实

践之路，从宏观布局向微观细化，通过全面加强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利于实现各民族对公民身

份的认同，更有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

３）“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 习 近 平 基 于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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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坚持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

建构的区域合作新格局，秉持平等、包容、开放、

合作的精神，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形成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乌小花和艾易斯认为 “一带一

路”倡议是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桥梁 ［２２］，傅才武和严星柔认为 “一带一路”倡

议缓解区域身份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焦

虑，对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有重要意义［２３］。

还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国内民族间

的交往、国内各民族与沿线国家各民族间的交往，

通过文化传播提高了各民族间文化认同，从而促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２４］。另有学者从人类

学视角论述 “一带一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

意义，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促进互惠型和

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２５］。关于 “一带一路”

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通过 “一带一

路”倡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联

系，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 “一带一

路”建设发展中，中华文化随之传播，促进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同样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的建设。

４）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是 “五大认同”理

念，其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的基础。没有认同感的发展如同无水之源、无根之

木，缺少灵魂。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加强民族文化

认同，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２６］。有学者

认为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首要条件，

包括各民族自我认同、各民族间相互认同和中华民

族的一体性认同［２７］。还有学者从民族节日、习俗

等表达民族特征的文化符号方面提出推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发展的策略［２８］。另有学者从文化资源

整合、中华文化的塑造和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三方面

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２９］。麻

国庆从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建设共同体文化、共有精神家园四方面推进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３０］。沈桂萍认为培养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将各民族传统文化、中

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培育民族文化的现

代化意识［１３］。关于文化认同方面的研究，学者在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文化重要性的

同时，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相结合，

文化不是单因素作用发展的结果，文化认同与传统

文化的传承、现代文化的融合密不可分，但文化认

同才是基础，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所在。

５）中国民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其民族内涵

与构成始终是学术界探讨的主题之一。１９３８年顾

颉刚先生发表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引发

了一场关于 “中华民族”定义的学术讨论［３１］。费

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到多数学者的

认可，但对中华民族的定义学者们各执其说，周平

认为中华民族是具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

族 “多元一体”的结构是一把 “双刃剑”，具有一

体化和被各民族分解淡化两种趋势［１１］。严庆认为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关注短板，提升政治认

同、规范民族理论传播、坚持正确道路、发挥好制

度功效［３２］。关于中国民族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

研究者从学理上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进行分

析。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史是各民族交融汇集成多

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对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给予肯定，学界在认可这一观点的同

时有必要重视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我国是多民

族国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中华民族。

４．研究前沿分析

突现词代表一个新兴研究关键词的出现，反映

了当前研究的前沿。

图７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突现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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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７可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突现词随

时间的变化有所发展，“中国民族”、“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和 “中华民族共同体”曾分别作为研

究前沿出现。“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自２０１５年出现

热度始终不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热点，也

是当前研究 的 前 沿。２０１９年 的 研 究 关 键 词 集 中 在

“民族教育”、“民族交融”、“文化认同”，对进一步

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有借鉴意义。

三、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为工具，对２８３篇关于

中华民族共 同 体 研 究 的 核 心 及ＣＳＳＣＩ文 献 进 行 研

究，从文献发表时间及数量、研究作者及机构、高

频被引文献、关键词共线、关键词时区、关键词聚

类和研究前沿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到关于中华民族

共同体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通过研究梳理得出以

下结论：

第一，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处于快速发

展阶 段。１９９２年 开 始 有 学 者 研 究 民 族 共 同 体，

２０１０年左右出现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２０１４年 左

右出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这一研究趋势

与我 国 国 家 政 策 导 向 有 关。２０１４年 习 近 平 提 出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 结，增 强 文 化 认 同，积 极 培 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呈直线增长趋势，但当前总体文

献数量不多，尚需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中华民族共

同体。

第二，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作者和研究

机构数量不多，合作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研

究人员有金炳镐、李贽、青觉、严庆、朱碧波、张

会龙和王延中等人，其中金炳镐、李贽和青觉的发

文量最多，且他们之间有合作文献，但总体合作文

献数量较 少。主 要 的 研 究 机 构 集 中 在 中 央 民 族 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及边疆师范大学，是民族研究

的多发性研究区域，其拥有合理的学科梯队，经验

丰富的科研团队，雄厚的后备资源，研究机构之间

加大合作和交流，取长补短，为进一步规模化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

第三，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 族 团 结、

公民身份、“一带一路”、文化认同和中国民族五方

面。这五方面内容不是完全割裂的，在对其中一方

面内容重点研究时，其他方面作为研究背景或目的

而存在，仅 是 对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研 究 的 不 同 侧 重

点。对 “一带一路”的研究是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政策导向，研究的起点是中国民

族，对相关概念的清晰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文

化认同是各民族发展的前提，没有认同感的发展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

建立在文化认同之上。通过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和

文化记忆的公民教育，文化认同感不断加强从而实

现民族团结，国家整体繁荣发展。

第四，“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的主要热 点 之 一，也 是 当 前 研 究 的 前 沿。２０１９年

出现的新关键词主要集中在 “民族教育”、“民族交

融”、“文化认同”，其多从宏观和中观层面上进行

探讨，对进一步深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有借

鉴意义，但 “微观育人”下如何做到培养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 识，将 实 践 之 路 细 化 落 实 仍 然 任 重 而 道

远。

回顾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学术界

在学理上 已 进 行 了 大 量 的 分 析 讨 论，研 究 视 角 多

元，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民族团结、公 民 身 份、

“一带一路”、文化认同和中国民族五方面。“共同

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

也是当前研究的前沿。已有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中观层面进行分析，对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进行指导，但理论层面

上的剖析终究是思想，实践之路细化落 “地”还需

进一步探讨。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思路，通

过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突出青少年爱国

主义教育的战略位置，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把握舆论主导权，发挥互联网的优势。这是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从宏

观布局走向微观细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理解迈向实践之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就是面

向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具体落

实到地方学校，落实到课堂中，落实到教学、教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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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 ［Ｊ］．中央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５）．

［１１］　周 平．中 华 民 族：中 华 现 代 国 家 的 基 石 ［Ｊ］．政 治

学研究，２０１５，（４）；周平．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特点

［Ｊ］．学术界，２０１５，（４）．

［１２］　杨鹍飞．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认 同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Ｊ］．

新 疆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６，

（１）．　　　　

［１３］　沈桂萍．培育中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构 建 国 家 认 同 的

文化纽带 ［Ｊ］．西 北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５，（３）．

［１４］　王延中．中华民族 共 同 体 建 设 的 宁 夏 实 践 探 索 及 启

示 ［Ｊ］．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１）；赵 英．新 时 代

藏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诉 求 与 期 待———以

青海为例 ［Ｊ］．黑 龙 江 民 族 丛 刊，２０１８， （３）；赵

英．新时代青海藏区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教 育 与 铸 牢 中 华

民族共同 体 意 识 刍 议 ［Ｊ］．民 族 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８，

（４）；张建军，马娜．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新疆

民族团结建设 ［Ｊ］．新 疆 大 学 学 报 （哲 学·人 文 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２）．

［１５］　陈玲．在 “思想道德修养 与 法 律 基 础”课 中 培 育 大

学生中华民族共 同 体 意 识 的 思 考 ［Ｊ］．思 想 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９，（５）；陈明华．在民族院校进行中华民族

共同 体 教 育 的 几 点 思 考 ［Ｊ］．理 论 视 野，２０１９，

（４）．

［１６］　张立辉，许华峰．积 极 培 育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路

径探析———以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团结教育为例 ［Ｊ］．

西 南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人 文 社 科 版），２０１５，

（５）．　　　　　

［１７］　严庆，青觉．我国 中 小 学 民 族 团 结 教 育 工 作 回 顾 及

展望 ［Ｊ］．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０７，（１）．

［１８］　高成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公 民 身 份 建 构 ［Ｊ］．

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６）．

［１９］　贺海仁．中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法 理 解 释 ［Ｊ］．甘 肃 社

会科学，２０１８，（３）．

［２０］　朱碧波．论我国民 族 事 务 治 理 中 的 身 份 固 化 与 边 界

跨越———兼论 少 数 民 族 权 利 保 护 的 思 路 转 换 ［Ｊ］．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６）．

［２１］　闫卫华，邱源泉．基于 “三 个 意 识”角 度 的 新 疆 公

民教 育 着 力 点 研 究 ［Ｊ］．新 疆 社 会 科 学，２０１６，

（２）．

［２２］　乌小花，艾易斯．“一带一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理念、价值与实现路径 ［Ｊ］．

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８，（４）．

［２３］　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２１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

体 ［Ｊ］．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６，（５）．

［２４］　冯雪红，张梦尧．“一带一路”建设中民族交往的意

义、内容及路径 ［Ｊ］．湖 北 民 族 学 院 学 报 （哲 学 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５）．

［２５］　赵旭东．迈向和而不 同 的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基 于

“一带一路”人 类 学 与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构 建 的

新思考 ［Ｊ］．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９，（２）．

［２６］　刘吉昌，金炳镐．构 筑 各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　培 养

中华民族共同 体 意 识 ［Ｊ］．西 南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人

文社科版），２０１７，（１１）．

［２７］　王希恩．中华 民 族 建 设 中 的 认 同 问 题 ［Ｊ］．西 南 民

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９，（５）．

［２８］　田敏，陈文元．论 民 族 关 键 符 号 与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体意识———以南宁市 三 月 三 民 歌 节 为 例 ［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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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１）．

［２９］　宫丽．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文 化 路 径 ［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４）．

［３０］　麻国庆．民族研究 的 新 时 代 与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识 ［Ｊ］．中央民族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６）．

［３１］　马戎．如 何 认 识 “民 族”和 “中 华 民 族”———回 顾

１９３９年关于 “中华民族是 一 个”的 讨 论 ［Ｊ］．中 南

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５）．

［３２］　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 族 共 同 体 建 设 ［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７，（３）．

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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