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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

基础

施蕾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大一统”传统在早期各方面的具体展现，实质上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孕育和发

展的过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强大的历史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立足新

发展阶段，从“大一统”传统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逐步交融、政治制度层面的统一维护以及文化

实践层面的长足发展来窥探“大一统”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有助于强化各

民族的“身份认同”，实现“两个愿景”的美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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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

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

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

连续的结果。”
[1]
“大一统”传统是中国传统

文化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中华文明多元

共生、绵延不绝的内在奥秘，也是促进文明互

鉴民族交流的粘合剂。在“大一统”传统的主

导下，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共同创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时至今日，大

一统”传统依然牢牢根植于每位华人的心灵深

处，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而日益彰

显其影响力。从祖国光辉灿烂的文明、共同团

结奋斗的过程中挖掘“大一统”对中华民族文

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深远意义，进而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

定坚实基础。

1 “大一统”传统在经济一体化方面

的逐步交融

“任何一个民族，出于生计和本民族的发

展，都需要和其他民族进行物资交换，扩大经

济往来。”
[2]
我国古代历史上不同民族因其所

处的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而各具特色。汉族族

群主要是依靠黄河、长江流域以精耕细作的农

耕方式为生；少数民族则地处边隅，受地理条

件限制，农业发展相对受限。具体而言，北方

居住的地方少植被，多荒地，故以发展游牧业

为主，而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多高山丘陵，

适合农耕业。由此带来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导

致各民族生活经济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产

方式。与此同时，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少

数民族构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民

族在迁徙和移动中形成聚合和交往，不仅为经

济一体化发展和实现“大一统”建立了良好的

基础，而且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动

力因素和本质需要。

1.1 农牧民族的经济互补

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生活形态，一种是以

汉族为主的农耕方式，一种是以少数民族为主

的游牧方式，由此产生两种文化类型——农耕

文化和游牧文化。但不同的是，汉族的农耕状

态是固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铁具、农具、器

具，通过耕作获取粮食作物；而以少数民族为

主的游牧文明则是处于一个逐水草而居的状

态，生产场地主要是牧场，通过家畜猎取获得

生存的作料。因此少数民族受限的生产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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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生产方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必然

会促使其扩大族群的活动范围，并逐渐向汉族

靠拢、从而入主中原。在整个过程中疆土不断

被开发，汉族族群统治的地方人口剧增，由于

苛捐杂税、征兵赋役、土地资源占用等等带来

的压迫使汉人被动转向游牧地区以求生存。这

也就导致，民族之间的双向迁徙必然会在利益

摩擦中产生冲突和交融。秦朝时期牧攻农守，

抵御匈奴建造万里长城；汉武帝采取反守为攻，

设置河西走廊等等；清朝末年的“闯关东”、

“走西口”、“下南洋”,使东北、西北地区

得到开发，改变了中国各地的人口分布和经济

文化格局。韩愈在《原道》中指出：“诸侯用

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3]
这

表达了华夷之间是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打破彼

此界限的，华夷之间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

无论以哪种方式而入，最终均以和平交往的形

式呈现出来的，都会联结成一个互相补充、互

相依赖的经济一体化整体。“大一统”传统也

在各民族向中原一次次靠拢、聚合的过程中形

成并发展，推动着王朝政权的建立、国家的统

一和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1.2 互市贸易的经济往来

“大一统”传统在经济层面的特点还表现

为各朝代的“互市”贸易往来。《封氏闻见记

校注》中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

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亦足怪焉。”
[4]
“互市”作为内地与边疆民族

地区经济交流的一种贸易形式，从秦朝时期就

已经存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尤其是，历

朝历代前往内地从事贸易活动的群体，他们通

过与内地各阶层人士的长期广泛互动与交流，

增进互惠、互信和民族团结，从而产生民族之

间的感情和民族认同情结，巩固多民族国家的

统一和稳定。汉朝时期，汉族与边疆民族之间

的贸易互市长期持续进行。贸易交往主要通过

铁器、农具和马、牛、羊之间的商品互换达成，

这既满足了双方的需要，又增强了各族群之间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的友好局面，

成为促成西汉时期巩固政权，实现大一统的重

要因素。隋唐以后，中央设“互市监”，“官

市”和“私市”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内地与

边疆经济往来的重要渠道。及至明朝，经济往

来更是频繁，以藏族地区的马匹与明朝内地的

茶叶相互输出而开展的“茶马”贸易尤为突出。

“国之大政在戎，戎之大政在马。”
[5]
对边疆

少数民族来说，“互市”无疑是中原和夷族之

间通过物质输出和经济援助来消解彼此紧张

状态的重要方式之一，让边疆民族不断接受中

原文明，使其逐步纳入大一统传统秩序中，从

而助力国家统一和民族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经济的多元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全

国生产种类多样而各个区域相对单一，形成了

各区域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
[6]

经济的交流、联系乃至经济一体化对“大一统”

传统起决定性作用。

2“大一统”传统在政治制度层面的统

一维护

“大一统”传统是贯穿古代政治的核心观

念，各朝代君王通过掌握实权，采取统治政策

和区域治理维护的方式，围绕权力的集中和政

治稳定展开对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以此形成政

权体系上的大一统。历朝历代，大一统制度在

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推动国家统一发展的作

用，不管政局怎样分裂，最终都会重新归入大

一统的安定结局中。因此，“建立‘大一 统’，

不仅是一个能否“打下来”的军事问题，更是

一个能否“守得住”的政治问题。”
[7]

2.1 中央集权型的国家统一

对于实现国家大一统来说，中央集权作为

一种向心式的政治结构是实现国家大一统的

骨骼和框架，有了主要的躯干，大一统制度才

能立的住脚，多元的政治格局才能实现一体。

秦朝时期，中央集权下的大一统首先为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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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统一打下了政治基础，为“大一统”概

念在政治上予以了新的诠释。与此同时，为维

护“天下大定”的统一局面，在秦朝一些先进

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被引入并得以实施，如

推行官吏选拔制度、设立州郡县等行政体制，

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搞标准化制度等。

元朝时期的统一不但促使中国长期分裂的局

面再次得到安定，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

且标志着第一个非汉族的大一统王朝的诞生，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政权，开

创了同时统治南方农耕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

的一种新型政治模式。统治期间，以适应游牧

民族的需要，维护民族统一，忽必烈实施一系

列移民政策和管理制度。将行省制作为统一的

行政机构，在权力集中的基础上推广游牧民族

助农扶农政策包括屯田制，完善宗教仪式、救

灾体系等等，同时让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农耕

技术，打破了民族地域界限，政治共同性大大

增强，为农牧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共同发展奠

定了和平稳定的政治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构建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启示。

2.2 地方政权的维护稳固

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来说，如果没有处理好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导致统治失衡，就会加

快一个王朝的覆灭。五胡之乱的发生以及边境

战乱让唐王朝对游牧民族产生忌惮心理，因此

加强对夷族边境的驻守和管理，反而疏忽对地

方的控制，导致十几个藩镇的权利集中在一个

节度使手中，以至于地方起兵造反、藩镇割据，

引发“安史之乱”。唐朝因此逐渐衰落，即使

后来多次“中兴”也难复当年盛世。反观清朝

经过两千年的王朝更替，吸取前朝的教训，没

有亡于少数民族的入侵，也没有亡于地方叛乱，

国家政权进入了一个空前稳定的局面。无论是

政治体制、政治格局、制衡体系，还是在军事

上的编制，疆域的控制，都达到了历史顶峰。

外戚专政、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游牧民族入

侵，到了康熙年间都不再严重。可以说，唐朝

的灭亡和清朝的统治很好地印证了分权制衡

固然重要，但维护政治的统一性更重要，否则

就会国破家亡；相反，有了统一稳定的政权即

使王朝倾覆也能再次实现重建，并得到不断完

善和持续发展。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在

少数。但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
[8]
因此，不论朝代怎样更迭，

高度集中的皇权和因地制宜的政治制度依旧

是王朝国家和平繁荣的根本保证，是造就政治

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核心观念。国家统一、

民族一体是历史的必然。

王朝交替而行，核心政权构成了一个国家

的深层结构，是大一统传统在政治制度上的内

在支撑，也是寻找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共同

体构建的根本所在。

3 “大一统”传统在文化实践层面的

长足发展

从“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

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历史演进，开启

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无论哪

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已任，都以

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9]
“大一统”作为一

种思想意识和实践行为是为“天下合一”服务

的，是为君子、王者建设“正”“统”服务的，

以实现其统一天下之大业。从历史的角度看，

“大一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疆域统一，而

且是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考之历史，从文化角度看，“大一统”所

代表的一统天下的建设伴随着各个朝代呈现

出不同的面貌。夏、商、周以黄河流域文化为

核心，到西周已有共同的族群称谓、共同的地

域认知、共同的祖先观念、共同的文化特征，

孕育了华夏统一的民族实体，已具备属于同一

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条件。秦朝一统六国，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结束

长达五百余年的战国分裂局面，维系着中华民

族一条不可磨灭的脉络。魏晋南北朝时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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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大地历经战乱与迁徙，形成“匈奴汉俗

相交融”的文化景观，在文化交流层面达到一

个新的“大一统”水平。隋唐时期的文化交融

是历史上最为繁荣的阶段，太宗秉持“天下一

家”的“大一统”思想，在官员的任职上主张

“胡汉无差”，日常生活上“无隔华夷”，“华

戎一家”的大一统局面由此形成，民族认同感

也逐渐增强。宋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相对

集中不断壮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通打造出

一个多样立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宋词、歌

舞、书画等文化成果丰富了华夏文明，礼仪制

度在尊重汉族制度的基础上保留各民族的传

统习俗，部分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思想和汉族文

化进一步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与认同，成为历

史上第三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明代朱元璋把

“大一统”作为治国建国的目标，制定“德威

兼施”的民族政策，招抚并缓和汉族和蒙古族

等少数民族之间紧张的关系，各民族自身独特

的地域文化特征在长期交往中洋溢着不同的

民族色彩。清代王朝更是跨越族群和地域打造

“嵌入式互动”的大一统格局，形成“满汉一

体”的“大一统”理念，“华夷一体”与施政

一致，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性，使历史上大一统

的局面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得到进一步发展，最大范围的推动“大一统”

高度整合。

古代历史上的文化大融合是“大一统”思

想萌发和成熟的前奏，以汉族为核心的共同体

越来越壮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也越来

越趋于形成。

结语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文化上的交流，影

响不可能只是单向的过程。”
[10]
“大一统”理

念，即自古以来，追求领土的完整，强化中央

集权的权威以及注重文化共识的凝聚，构成了

民族统一、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民族统一不

仅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而且有利于多元文

化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共

同铸就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

新时代下，深刻把握住“大一统”传统的理念

和目标，有助于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脉

络，更好地使其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

动对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增强民族自信

和文化自信，从而拓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文化视野和历史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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