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边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路与机制

———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例

边巴拉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凝成,离不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此交融汇聚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

源亟待从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层面加以挖掘诠释与传承创新,为此需要回答挖掘何种历史

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缘何融入,以及如何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以西藏及

涉藏州县为例,这一区域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厚的爱国历史文化资源,表现在具体的人物、事
件等文化遗存中,它们已经具备了《爱国主义教育法》确定的爱国主义法律属性,需要从“两个结

合”入手,挖掘其重要特性,发挥爱国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夯实历史根基、深化

文化认同、丰富价值意义、培育主线思维、提升党建效能等重要作用,从教育传承、宣传引导与法治

化保障等方面,进行融入机制的构建与优化。
关键词:西藏及涉藏州县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 融入逻辑

  作者边巴拉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研究

员。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邮编100007。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对伟大祖国、中华

民族、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认同”,并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

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再次强调;①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为“五个认

同”(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进一步优化了党的治国方针和民族理论政策。② 在“五个

认同”中,认同伟大祖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对伟大祖国认同的最高体现

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新时代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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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前提要求。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还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② 习近平总

书记不仅把“五个认同”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在逻辑上

相统一,将其概括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系框架内;还强调了新时期必须坚持正确的

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③ 中华民族文明的不断演进,创造了五

千年持续延绵的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刻

内涵。④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工作部署,为新时代发掘和利用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指

明了方向。我们需要深刻认识西藏及涉藏州县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深入回答西

藏及涉藏州县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问题,包括需要挖掘整理宣传的

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有哪些? 这些资源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

因? 需要依托怎样的机制实现融入?
目前,有学者已发表“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爱国主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等相关成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资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学者基于

云南南诏历史文化资源的发展和形成提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中‘大一统’‘天下观’等理论渊源的呼应,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素

材资源。”⑤关于红色文化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学者指出,红色文化不仅“继承与

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中国实践,有利于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理论”,⑥还承载了“党领导各族群众革命、建设、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关键要义和必要元素,其具有的历史命运、民族团结、文化整合、情感认同、政治发

展等内涵的传承利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⑦ 关于爱国主义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学者指出,“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刻也不能疏忽,需
要持续不断地开展行之有效的活动加以巩固”;⑧有学者指出,爱国主义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关系看,“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共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教育使命、共享着‘大我利益’优先的价值原则以及共含着政治底色与文化底色的双重属

性,都致力于为共育时代新人培根铸魂”,但需要注意,“两者在学理基础、认同模式以及教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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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等方面分异于不同的逻辑理路,是‘形似神殊’的”。① 本文吸收这些有益研究成果,着眼于

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以期为全国各族人民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爱国历史文化资源

萃取融入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二、融入基础:西藏及涉藏州县丰富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要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生成,既包括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历史渊

源、语言文化、生产生活、风俗习惯与情感心理等层面对中华各民族的深层浸润,也包括中华文

明史在制度传统、政治禀赋、价值理念与思想意识等维度的持续濡化,正是由于这些内容相互

间的交互渗透与交融汇合,才共同塑造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与整体风貌,为整个共同体的维

系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合法性来源”。② 《爱国主义教育法》第六条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用

列举式规定明确了“爱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种类,从该条第二项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第三项

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第四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第六项的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第八项的英雄烈士的事迹及体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

都可以看出,涉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英雄烈士的事迹及体现的民族精神与时代

精神等内容都属于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这些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从费孝通先生的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走廊学说,以及记忆多层性的角度审视,已经成为包括藏族在

内的“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实现结构耦合而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具有诸多共同记忆的立体系

统”。③ “中华民族在文明化探索实践中形成的包容性,不仅对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现代

社会转型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也具有重要支撑”。④ 以西藏及涉藏州

县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创造了以上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不仅丰富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体现了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这些资源既有古代和近代的文化遗存,
也有西藏及涉藏州县爱国人士的爱国思想、传统和事迹,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和共有精神家园

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回答用何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内涵并形成

意识内核这一基本问题;是具有连续性与包容性、统一性与和平性等特性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

资源。其不论是内在逻辑还是外在形态,都完美切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识要素的

需要。
(一)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连续性与包容性

“我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及它所孕育出来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能够

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长久统一的重要原因”。⑤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及涉藏州县爱国

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形成过程与内容上的连续性与包容性。众所周知,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西藏

自治区拉萨大昭寺门前的“长庆会盟碑”(又称“甥舅会盟碑”和“唐蕃会盟碑”)。“长庆会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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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唐朝汉藏民族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元代的“凉州会谈”(凉州会盟)也是西藏地方

与祖国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一具有

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文献,以及甘肃武威白塔寺等历史文化遗存和后世不断配套修建的相关纪

念馆。这些历史文献与遗存等是蒙藏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发展民族团结关系的明证。史

料记载,1246年,为了避免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发生冲突,年过六旬西藏宗教领袖萨班不畏万

里征途,从萨迦到凉州,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见面会谈,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活动,并就关键性

问题达成重要共识;藏文史料还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佛法也“得
到王的敬信”。自此,中央王朝正式在西藏派官设治,清查户口土地、征收赋税、实施赈济、设置

驿站、派遣军队。① 元朝时期以《红史》为代表的典籍中,透露出浓厚的多民族史观及区域共同

体认识等思想观念,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藏族历史文化的视角,也为增强

“五个认同”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历史支撑。②

清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觐见,翌年二月,朝廷敕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

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确认了格鲁派在西藏地方政权的主导

地位。③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觐,是清代自顺治时五世达赖喇嘛入京以来的又一盛事,加强了

西藏地方与乾隆时期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书写了各民族密切交往的历史篇章,影响甚大,意
义深远。④ 两次觐见在京驻锡的西黄寺,以及讲经的雍和宫等历史文化遗存,是现代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历史证明。而晚清藏族的爱国主义文化遗存更为丰富,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藏族人民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为反对压迫和侵略前赴后继,形成了浓厚的爱国主

义传统。其中,西藏各族人民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更是可歌可泣、气壮山河:1888年,
英军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西藏爱国军民识破“口蜜腹剑黄毛佬,远涉重洋霸天竺;行动诡谲似

毒蛇,妄想侵吞我‘雪域’”⑤的侵略者野心,上下一致表示:“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

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⑥浴血奋战、誓死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隆吐山失守了,但中华

民族抵御外族入侵、保卫国家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将与世长存。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

战争,西藏军民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千余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江孜地区

设立的抗英纪念馆、抗英遗址,是重要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供后人参观瞻仰。⑦ 虽然两

次抗英斗争都失败了,但西藏军民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我国各族人民反帝斗争史中的光辉一

章,江孜宗山抗英遗址不仅是藏族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遗存,更保存了中华民族全体儿女的共

同记忆。鸦片战争时期,从四川涉藏地区赴祖国东南沿海前线抗英的阿木穰、喀克哩等藏族将

士英勇杀敌,壮烈牺牲,是中华儿女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光辉典范。为了纪念英雄们的英勇

事迹,东南沿海慈溪市民众专门修了一座庙,展示阿木穰、喀克哩等各族英雄的塑像和事迹(现
为“鸦片战争宁波抗英事迹馆纪念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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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也是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部分,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历史印证与塑造认同等功能。如在红军长征途中,党领导藏族人民开展的诸多革命活动,特别

是在这段历史时期中诞生的革命英雄及革命政权,是增强藏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爱国

主义印记。如四川甘孜县在旭日岭修建的“朱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已经成为一个很

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甘肃卓尼“杨土司革命纪念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反映了这

个时期当地藏族土司杨积庆的深明大义。他无视国民党阻击红军的指令,暗中开仓供粮30余

万担,指示当地群众抢修被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和尼傲峡木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重

要的帮助,还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数百人,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① 位于云南迪

庆、四川甘孜与阿坝的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
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特殊的意义。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从四川宝兴县进

入阿坝,途经和驻留于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新龙、雅江、理塘、得荣、乡城、稻城、
巴塘、白玉、色达十六个县;1936年7月下旬,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经过阿坝继续北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阿坝历时15个月。② 在长征中,红军不仅得到藏区各县人民的大力支

持,还先后建立了多个地方党组织,获得了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留下了具有历史

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和巴西会议会址,土门战

役、包座战役遗址与遗迹等,它们分布于四川省小金县、黑水县、松潘县、若尔盖县、茂县、红原

县等,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奠定了藏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认同的革

命基础。为了类型化地充分发挥其历史印证与塑造认同功能,增强连续性与包容性,红色文化

资源还可划分为烈士陵园、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对敌作战发生地、纪念碑类、综合性博物

馆(纪念馆)、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项目建设等六大类型。③

(二)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统一性与和平性

“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是构成中华

民族的各种要素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汇集的结果”。④ 历史上,藏族与其他民族一起,在融聚中华民

族共同体这一民族实体的过程发挥了合力作用,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人物层出不穷,融聚的方向与目标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统一性与和平性。
体现古代西藏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统一性与和平性的著名代表人物有萨迦班智达、

八思巴、大宝法王得银协巴、大慈法王释迦益西等。1246年,八思巴·罗追坚赞随叔父萨迦班

智达前往凉州,此后一直在内地辅佐忽必烈,完成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体系建设。
如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授命创制新蒙文,此后藏传佛教萨迦派

领袖一直在元朝居于国师之位;忽必烈还在朝廷内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西藏地

区的行政事务,八思巴被任命为总制院院务,后总制院改为宣政院,与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

并列,成为皇帝直接领导下的元朝中央四大机构之一;1264年,八思巴兼领总制院事,专管全

国的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的军政事务;1269年,忽必烈将八思巴所创新字颁行全国,并规定今

后诏书公文一律采用八思巴文;1270年,元世祖晋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师、赐玉印;1276年,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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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贤玲:《卓尼藏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69—82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政协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

2005年,第1页。
扎西:《西藏红色文化资源形态及其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中的融合发展探究》,《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杨须爱:《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烈命太子护送八思巴回到萨迦寺;1280年,八思巴逝世后,忽必烈追封其为“皇天之下,一人之

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① 八思巴一生

为维护祖国统一、西藏地方安定和各教派信仰自由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辅佐了元朝中央王

朝对西藏等民族地区的治理,加速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值得大力学习和宣传的爱国主义典范。
近现代西藏及涉藏州县的爱国主义代表人物更为众多,如九世班禅、十世班禅、阿沛·阿

旺晋美、天宝以及格达活佛、喜饶嘉措等,他们的事迹是各民族融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典范。
九世班禅1923年由西藏进入内地,1937年圆寂于青海玉树。他面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威

胁,积极为中华民族救国图存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在救亡图存中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

流。他在圆寂前说:“余生平所发宏愿,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近十五年来,遍游内地,渥蒙中央优遇,得见中央对佛教尊崇,对藏族平等,余心滋慰,余念益

坚,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拟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途圆寂,今有数事切嘱如下:……至宣化使

署枪支,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予中央,共济国难,俟余转生,再请发还,又关于历代

班禅所享权利,应早图恢复,最后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汉藏和好,札萨

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此嘱。”②九世班禅反对侵略战争的爱国主义思想,
以及他一系列的爱国事迹,让不少国人形成了一种爱国自觉,为现代西藏及涉藏州县的宗教人

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榜样。③ 同时,也为促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发扬爱国主

义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的和谐与团结,提供了凝心聚力的典范。
五世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白利乡,格达寺活佛。红

军长征经过甘孜时,格达活佛将白利寺所存青稞3万余斤,豌豆4000多斤拿出来支援红军,并
动员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为红军长征顺利走出四川涉藏州县发挥了积极作

用。格达活佛支持红军的行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得到了红军高层领导的关注,朱德总司

令曾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这位开明的佛教界爱国人士;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

甘孜成立,格达活佛不仅被选为副主席,还被誉为“红军朋友,藏人领袖”;1950年3月西康解

放,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

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了向西藏地方政府宣传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

的有关方针政策,格达活佛不畏各种艰难险阻,主动请缨前往拉萨。到达昌都后,不顾旅途疲

劳立即四处奔走,向昌都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宣传讲解《共同纲领》和党的方针政策,受到

了当地绝大多数上层人士和僧俗群众的拥护。④

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高僧,1884年出生于今青海省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先
后在青海道帏乡的古雷寺、甘肃甘南拉卜楞寺和西藏的哲蚌寺学经,33岁时获拉然巴格西学

位。1936年,喜饶嘉措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在黎丹⑤等人陪同下,由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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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集萃》(第一辑),政协甘孜州藏族自治州委员

会,2008年,第150—157页。
黎丹(1865—l938),字雨民,号无我,湖南湘潭人。1918年任西宁道尹。1930年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3

年,为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1934年率“青海巡礼团”至西藏,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出发,取道印度,途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受到蒋介石、林森等国民政府首脑人士的接见。他

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举行报告会,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抗日战争爆发

后,喜饶嘉措大师不辞辛劳,带领抗战宣传团走遍甘肃、青海等广大蒙藏地区,发表了《为宣传

抗战告蒙藏群众书》和《白法螺的声音》等,愤怒谴责日寇的侵略罪行。期间,他还多次被推选

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新

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对中国共产党高度认同,积极为人民服务。1949年12月,青海省人民

政府成立后,他出任了第一届政府副主席;1950年,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

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任第一副会长;1955年8月,当选为中国佛教

协会会长;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兼任院长,并亲自给藏语班授课,要求僧俗学

员不仅要精研佛典、深入教理、提高文化素质,还要注重爱国爱教、德行戒律的学习。此外,他
还校审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导翻译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

届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藏文版;后来又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藏文版的翻译审定工作;还
积极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事业。1950年秋,他多次写信给他在西藏的故旧和学生,亲自向西

藏发表广播讲话,说明当时国内形势发展情况,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①

除了上述著名的藏族爱国人士外,一些曾经活动在西藏和涉藏州县的其他民族爱国人士,
也是当下增强“五个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应记述的爱国主义历史人物。如第一

个在涉藏地区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②1925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到李大钊处工作,经李

大钊推荐,以左派国民党员身份,前往张家口冯玉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同年8月,随冯玉祥部

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西征甘肃;1925年夏,他会见了前来兰州控诉青海马家军阀的拉卜楞寺代

表黄正清等,积极支持他们的“反马”活动,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思想,协助他们成立了“藏民文

化促进会”;1926年夏,作为甘肃督办代表前往甘南地区,耐心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鼓
励藏族僧俗加强团结,坚决反对军阀压迫。在玛曲欧拉,他受到嘉木祥活佛父亲黄位中的热情

接待,深入交谈后了解到封建军阀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恶行和藏族群众被残酷盘剥及压榨

的内情,据此提出了组织甘青藏民大同盟的建议,并立即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
随后,许多藏族头人纷纷拜访,明确表示接受他“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忠告,而且,为表心迹

还赠送了银元和土特产。对于所赠钱财,他再三推辞不成,只好带回兰州捐赠兰州革命青年周

报社。从甘南回到兰州后,他立即为藏民起草了《甘边藏民起诉国人书》,以恳切的语言、犀利

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揭发、控诉了军阀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罪行,该起诉书不仅在省内散发,
还寄往全国各地,使马麒等封建军阀惶恐不安。之后,他经过多方奔走,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
迫使马麒退出拉卜楞寺,结束了封建军阀对甘南涉藏地区的剥削和压迫。③ 宣侠父的言传身

教对拉布楞地区藏族首领黄正清等很有重大影响,如黄正清不仅称他为“良师益友”,还追随其

足迹走上了争取统一性与和平性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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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24-36页。
宣侠父(1899—1938年),原名尧火,号剑魂,诸暨人。曾以甘肃督办代表身份,深入到甘南藏区,调查研究,帮助该

地区人民反对军阀压迫。抗战期间,任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专门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8年7月31日,被
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西安。

黄正清:《追怀我的良师益友———宣侠父同志》,《甘南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南藏族自治州委

员会文史资料研究文员会,1985年,第9-10页;宣侠父遗稿:《俄拉草地的蹄迹》,《甘南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6-42页。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中,各民族的差异性并没有被消解,而是始终

在保持其张力的同时被共同性所超越”,①因此,“中原文化与边疆各民族文化这种持续双向的

交融与辐射,使得中华民族能够与中华文明一道,遵循一种‘日新’进取的行动论逻辑而非僵硬

固化的结构论逻辑,持续去粗取精和博采众长,从而不断向更大范畴和更优状态调适发展”。②

其中,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密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智慧和

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前进力量”。③ 宝贵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创造了属于中华民族

的集体记忆,还树立了藏族群众对国家认同的精神支柱,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进程提供了心理支撑。④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人民在社会主义祖国

大家庭中,继承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各种渠道与措施,不断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历史文

化资源,继续推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展。⑤

三、融入逻辑: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五个维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⑥ “两个结合”论断为爱国主义历史文

化资源缘何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答案。202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背景相联系,再次强调:“我
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探

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不断回答实践遇到的崭新课题,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⑦从现

实来看,第二个结合巩固、丰富、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历史实在性和未来指引

性,深化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⑧加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

各族群众实践的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五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等
理论在中国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历史观来看,西藏及涉藏州县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各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实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根脉;从文化观来看,人民群众

的生产活动对社会存在和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增强文化认同是增强各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方

式。从国家观层面来看,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强化了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认同,筑实了爱国

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支撑;从民族观层面来看,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优化

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同时,提升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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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对各民族群众的领导力。① 因此,基于“两个结合”,从理论

逻辑的角度看,西藏和涉藏州县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夯实历史根基、深化文化认同、
丰富价值意义、培育主线思维、提升党建效能五个维度架构路径,可以揭示我国边疆地区爱国

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
(一)夯实历史根基: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底蕴

“我国的多民族国家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建设出的统一不

可分割的整体格局”。②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拥有较为显著

的民族特性。八思巴等各民族代表人物及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事件,记载了历

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事实,反映出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发展的历程,作为具有典型性的历史文

化资源,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就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作出要求,从引导各族

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的角度,要求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③ 追根溯源,旧石器时期,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就有了通过人类活动形成的历

史交流路线;四世纪之后小部落联盟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促进了各部之间的了解、接触与和

同,为参与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提供了基础条件。松赞干布时期西藏地方统一后,
通过亲近和睦的政策与中央王朝建立联系,这一时期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增多,加速了中华文

化、中华文明的交融进程。④ 以吐蕃王室后裔唃厮啰政权为代表的地方政权依旧与中央王朝

保持着商贸联系,使得藏族同胞与中华民族各民族同胞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可以延续。元代

以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行政管理,西藏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与全国其他地区及民族的密切联系。清朝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

治理,各民族之间联系紧密,交往互动频繁,共同性不断增加。
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同胞一起争取民族独立,推翻“三座大山”,实现翻身解放、人民当家

作主。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社会形态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发生了跨越式的转变。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这一

事实。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背景下,习近

平总书记再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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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⑤相较旧西藏时期,近
代、现代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资源,多了一份爱国主义色彩,内涵更为丰富。尤其是藏族民众

与全国各族民众并肩奋战,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入侵,形成了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体记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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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了历史底蕴,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实践原则。① 因此,各民族在书

写中华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是承载着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证。② 西藏及涉藏州县的爱国主义文化资源与广大藏族人民生活的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息息相关,产生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能够较好地还原历史场景,使民众

产生亲切感,犹如身临其境。如继续对红二、四两大主力红军在甘孜会师,凝聚力量北上的历

史事迹加大宣传,邀请相关人士前往甘孜等地参观学习,感受藏汉各民族团结一心争取民族解

放的历程,增加对红军长征的感性认识。让各族群众目睹实情、触摸史实,由现象到本质,进一

步激发爱国主义,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认

同,从历史维度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二)深化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认同和自信

中华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石,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爱国

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发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是中华民族

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③ 以《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为代表的爱国历史

文献,透露出了萨迦班智达作为地方领袖的政治担当和家国情怀,凉州会谈后西藏接受中央政

府的管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后西藏地方再也没有发生过长时间的分裂割据。④ 西藏及涉

藏州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有着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层文化心理,体现在一系列历史

文献、典籍、诗歌、音乐、美术等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中,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性,这些爱国

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内在动力,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⑤回应了认同建

构说与政治发展说的重要观点:“国家认同就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⑥“依靠民主方式处理

族际关系,不仅可以获得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各族人民的真正认同与

社会整体的和谐统一”。⑦

(三)丰富价值意义:强化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支撑

列宁曾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

情。”⑧2023年10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爱国主义教育法》,进一

步明确了这种“深厚的感情”的具体范畴。⑨ 其中第六条明确提到,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祖国的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英雄烈士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

迹及体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其他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容,都属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

容,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基本全部包含上述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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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① 2013年3月17日,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②爱国主义历史

文化资源,形成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动力支撑,对于

增强民众对我国爱国主义思想历史传承的认识,全面树立民众爱国主义思想自然是必不可少

的。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外部挑战,将当地

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深度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可以更好地战胜国内外因素影响下产

生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扰,培育深化国家情怀。同时,新时代爱国主义思

想对于增强“五个认同”,扫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干扰因素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

用。③ 从价值维度来看,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增强“五个认同”,强化新时代爱国主义思

想,展现中华文化及中华文明,透析中华民族历史,加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支撑。
(四)培育主线思维:推动新时代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十二个必须”,其中之一是“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④

循此,2022年12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表彰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和模范个人的决定》,共有150个模范集体、200个模范个人被表彰。他们的民族团结进步事

迹、工作都是历史的见证。被表彰的卓嘎等人不仅是爱国守边精神的代表,而且是推动新时代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模范,他们的英雄的事迹会写进课本,而
诸如卓嘎手中的红旗等相关物品会放进博物馆,丰富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在未来为各民族

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指明方向。2020年2月28日,国家民委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新形势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当下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仍然是促进“中华

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点。同时《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的指导意见》中还提到了在进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要不断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将西藏及其他涉藏州县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纳入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来,
一方面可以搭建促进各民族沟通的文化桥梁,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从2019年

至2023年,立法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呈现出由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向全国全面铺开的新

局面,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关立法多数是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以《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

进步条例》为例,其中就提到了要加强“五个认同”,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内容,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基础;再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色资源保护传

承条例》为例,法条把具有红色基因的民族文化,纳入拥有历史价值、纪念及教育意义的物质资

源和精神资源当中。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

中,有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本身就是在对伟大祖国有强烈认同的背景下,在进行民族团结进

步工作时形成的。如1994年9月,“老西藏精神”的代表人物孔繁森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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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因此,充分利用藏族本土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增强藏族群众

的“五个认同”,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起到助推作用。
(五)提升党建效能:强化党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领导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
贯彻群众路线。”①而且,“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各民族共创共传共享共荣的传

统”。② 在新时代,“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
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③ 总体看,近现代创造藏族爱国主义历史文化

资源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在各民族平等的原

则下联合抗日,激发最广泛的爱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两种民族主义”进行了

最直接的批判,消除民族分离主义的环境土壤。④ 新建立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等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丰富了藏族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群众观在民族工作中得

到了高质量的发展,不仅让西藏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新境界,并且为一个国家处理多民族的民族关系提供了经验和启示。⑤ 此外,党在保护爱国

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红色资源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以西藏为例,第一到第七

批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单有江孜抗英遗址、拉萨烈士陵园、西藏博物馆、西藏百万农奴

解放纪念馆、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江达县岗托十八军军营旧址、全国援藏展览馆、清政府驻藏

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等,在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和保护的同时,以职能部门和所在社区为依

托,集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各项工作与各环节,深度挖掘整理与分众化传播“红色传统与

基因中的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以及和谐民族关系的元素”,并嵌入构建“大党建”工作新格局与

谋划基层治理“一盘棋”体系中,形塑“党建+多元融合”的“党建效能”提升的新模式与路径。
如“老西藏精神”在全国的红色资源中就具有显著的代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发扬优良传统,发扬“老西藏精神”,鼓励西藏广大干部群众不忘

红色传统、永葆革命本色,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

斗。⑥ 可见,“老西藏精神”不仅是扎根雪域高原的红色传统,而且可以作为边疆地区基层治理

体系中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及高效能党建引领高效能

基层治理实践的价值引领。

四、融入机制:边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嵌入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多元民族互惠共生的族类共同体,又是各个公民相亲相爱的公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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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导向,就是引导各民族超越小我身份的束缚,而将自我的政

治忠诚指向更为宏阔的大我身份。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整合各民族成员多元

而弥散的身份认同,推动各个民族群体形成共有的无差别的公民身份。唯有如此,各民族群体

才会生成深厚的宪法爱国主义,并在公民责任伦理的激活之下,自觉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丽事业”。① 而教育、宣传、法治是新时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的重要工具,拥有一体三面的特性,三个层面的机制不仅可以独立运行,在特定条件下

还可以交叉运作,不论是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宣传教育机制一体化、法治教育宣传常态化等,
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和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同频共振,凝结出协同高效的链接或嵌入机制,推动相关元素在实践中达到和谐。
(一)教育传承机制: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纳入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重视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把
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

处。”②同时提到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五个认同”,并将其与爱国主义精

神、新时代教育工作结合论述,为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纳入爱国教育系统提供了明确方向和

依据。因为,爱国主义主要“从公民认同的角度出发,让公民在理性认知与角色行动之中形成

对国家的认同,形成一种‘公民—国家’的认同模式,即‘公民身份—国家制度法规—公民权利

义务—爱国行动’”,③这种认同模式以“‘中华民族’为核心,重在强调‘国家民族’的建构,即通

过借助历史记忆与中华文化阐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与演变轨迹,同时又以民族主义式的情

感表达赋予中华民族以崇高性,将民族成员与中华民族、伟大祖国联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④

从整体来看,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文化传承机制的重要载体,还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

重要依托,在丰富教育工作内涵的同时,对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爱国主义教育法》,
标志着爱国主义教育彻底融入了法治运行的范畴,进而从更高维度对相关工作进行保障。以

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代表的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的历史线索,还从历史维度构建了“天然”的教育资源库,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工作,
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构建爱国主义精神的进程提供了实践依据,支撑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法治体系,但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从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代表的前述边疆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中,选择

主题鲜明、影响较大的事件和典型人物编进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或者写成专门的辅助教材和课

外读本。通过文化的“高度整合实现内在心理的畅通,有形的红色文化空间承载了无形的革命

斗争精神,有形(外在文化)与无形(内在精神)的有机结合,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

‘生死与共’的价值阐释”。⑤ 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教材必须保证“四个与共”“四个共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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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正确,辅助教材要注意和国家各种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教材的有机结合,与课程适配;
此外编簒的教材要注意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突出加强民族团结的部分,在挑选具有地

域特点的爱国主义资源时需要谨慎,避免“两个主义”以任何形式出现在教材当中,确保质量过

关。同时,辅助教材和课外读本的编写要注意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层次,应该对小学、中学、大
学进行分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选用不同素材。在具体撰写上,中小学用书适宜侧重于简单

介绍,大学用书适宜侧重于分析研究;加大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使广大青少年能更直接、更容

易读懂和了解爱国主义历史。
二是灵活开展实践教育。爱国主义实践教育对于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疑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坚定公众理想信念、树立

文化信心、增强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批判各种谬误,巩固意识形态安全,共创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① 特别是以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六类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为主题,开展类型化

的实践教育。就实践教育的形式而言,可以开展实地参观调研,结合历史资料撰写论文、介绍

性文章,开展图片展;也可以编演话剧、开展演讲活动等。此外,还可以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青少年进京、内地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交流等夏令营活动,尽力让更多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交

流,使他们在这种交流中得到教育,真正懂得、感受到“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
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现实意义。

(二)宣传引导机制: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并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常态化宣传

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

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③从宣传教育的内在需求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党提出的最

新的民族理论政策之一,要加大相关概念和核心内涵的阐释,并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各

项工作中的重要性,包括西藏及涉藏州县历史文化资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宣传时

的融汇、协调和统一。其宣传工作在保持常态化进行的时候也具有艰巨性。④ 可从以下方面

切入:
一是进一步明晰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宣传主体和受众主体,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的常态化宣传工作。目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工作中,存在着宣传主体

身份模糊和接受宣传主体身份单一的问题。⑤ 在宣传主体方面,应当进一步明确相关主体在

宣传时的主要任务、组织保障、监督责任、考核奖励方式,细化相关主体在宣传工作中的分工和

权利义务,在面对不同的受众主体时要确定相应的宣传主体,要善于利用基层组织的力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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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的宣传。在受众主体层面,党员干部、学生群体和西藏及涉藏州县的群众依然是宣传工

作的重要对象。除此之外,要打破宣传的壁垒,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非民

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和普通百姓进行强化宣传,建立全面而完善的历史文化资源宣传

机制。
二是优化宣传的方式和路径,采用全媒体融合、精准网络推送等科学的宣传方式,加强宣

传内容的质量。针对不同接受宣传的群体,要采用不同的宣传方式,特别是要关注年龄、地域、
性别、职业等层面的差异性,利用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对西藏及涉藏州县的主体

进行精准推送。同时,也要加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宣传结合,定期举办和历史文化资源有关的

线下活动。在宣传内容层面,要始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工作部署和理论政策,
以加强“五个认同”为基准,推进各民族成员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要处理好西藏

及涉藏州县的历史文化资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宣传工作中打造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同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认识和阐述历史,加强对中

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特别是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脉络的系统梳理,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事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逻辑”。①

三是关注宣传引导工作的效果。在对西藏及涉藏州县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宣传时,要主

动寻找宣传引导工作中的问题,在找到问题后要及时反馈并记录;要建立和完善宣传效果的评

估机制,把宣传引导工作进一步细致化、标准化。
(三)法治化保障机制: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治化进程

法治化保障机制需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构建,“保障性的现代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借
助政党-国家的组织化形态、通则性的法治化体系、动力性的民主化体制、基础性的民生类制

度及共通性的精神家园来形成规范预设的保障;同时,以人民为中心拓宽行动性的实践路径,
借助全民教育、生活事件、公共治理、普惠政策、群众路线等来实现规范预设”。② 具体而言,将
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化的进程中,应当立足于立法工作、
法律实施、效能评估、民族事务、普法宣传五个维度,③把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动力。2023年3月,《立法法》的修订不仅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法治化的路径,同时给出了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其中的法律依据。《立法法》第八条

即规定,“立法应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前,我国共有

六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整性写入的法律,对利用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结合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如《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16条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行使家庭教育义务时,要帮助未成年人树立维护国

家统一的观念,同时培养家国情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法治角度出发运用藏族爱

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还需要从以下维度深入:
一是细化宪法中的内涵、遵循宪法中的规定。宪法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立法的根本

遵循,虽然宪法没有直接写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民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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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等语词,已经包含或解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

富内涵。① 此外,宪法第22条明确规定了国家要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

化遗产,为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治化进程提供了相应的宪

法依据。宪法还提到了要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参与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爱

国者、人民群众在今后也将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等表述。在未来,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群

众,应该把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中有关爱国主义、历史记忆、悠久文化的内容与宪法中的相

关概念、内涵结合理解,深入进行学习和贯彻,依法确保藏族群众可以准确理解“增进共同性、
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基本原则,并“妥善处理好民族多样性和中华民族

整体性的关系,捍卫宪法权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歧视”。②

二是避免在相关立法中只是笼统地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增强与爱国

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立法表述,主要呈现为由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向全国全面铺开的局面,大多以民族团结进

步法律为载体,但基本是简单地在法律中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词句。③ 在未来

的立法中,西藏及其他涉藏州县相关法律,可以借鉴《黄河保护法》将黄河文化的认同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的做法,在立法中设置以当地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内容,包括如何保护、利用、深化的具体路径。此外,还要大力提升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法治化过程中各主体的立法水平。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进行检索,党的十九大以

来部分地区的地方性法规,依然存在将“铸牢”错用成“筑牢”的情形。在对爱国主义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进行法治保障建设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地域特点进

行立法编纂、创新,避免各类文件的直接引用。通过系统完备的法治建设,确保“有针对性地破

解矛盾,融主体和客体为一体,积极营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让少数民族流动群

众进得来、留得住、融得进、有发展,有效开创各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

局面”。④

三是在爱国主义法治宣传中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资源,用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

资源支撑宣传中的相关理念。“做好民族工作,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

争取人心”。⑤ 因此,相关普法主体应当以“以法润心”为导向,加大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和宪

法的宣传,重点要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人物事迹,加大对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

的利用,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自治地方,借助各地出台的《法治宣传教育条

例》与《爱国主义教育法》第十四条关于国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具体内容,宣传

民族爱国先进人物深化践行“五个认同”,以及参与打造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秀案例,严厉打击

民族分裂行为、民族极端对立行为,把握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各族群众的学习自主性,加强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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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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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

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

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①西藏及涉藏州县在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积淀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融入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维度挖掘、诠释与传承,必将进一步促进边疆各民族的团结,增进各民族之间的

了解和友谊,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这个意义上

讲,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能进一步增强中华各族群众对伟大

祖国的认同,更有助于从历史维度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使中华文化宝库进一步得到丰

富,为我国边疆地区一体与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范例与思路。同时,边疆研究的

不断发展也将进一步丰富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深化西藏及涉藏州县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② 总之,按照全链条、全方位和全覆盖的“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
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更好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前进方向”③的原则,必须有理有据、规范

有序地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凝聚而成的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萃取有益资源,久久为功、潜移默化,从而切实有效增强“五个认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工作协同推进。

〔责任编辑 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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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rontierPatriotismintotheConstructionoftheCommunityforthe
ChineseNation:TakingXizangAutonomousRegionandother
TibetanAreasofChinaasaCase Penbalhamu(31)………………………………

Abstract: Thehistoricalcrystallizationofthe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could
notbeseparatedfromtheextensiveandin-depthcommunication,exchanges,andintegration
amongethnicgroupsinthefrontierethnicminorityareas.Inthisprocessofintegration,
theseareashaveformeduniquepatriotichistoricalandculturalresources,whichurgently
needtobeexcavated,interpreted,inheritedandinnovatedbasedontheconstructionofthe
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Andforthisreason,itisnecessarytoanswerthethree
basicquestions:whathistoricalandculturalresourcesaretobeexcavated,whythese
resourcesaretobeintegrated,andhowtointegratethemintotheconstructionofthe
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TakingXizangAutonomousRegionandotherTibetan
areasofChinaasanexample,thepaperdiscoversthatthepeopleofallethnicgroupsinthis
regionhavejointlycreatedrich patriotichistoricalandculturalresources,whichare
manifestedinspecificfigures,eventsandotherculturalrelics,andalreadypossessthelegal
attributesofpatriotismdeterminedbythePatriotismEducationLaw .Itisnecessarytostart
fromtheperspectiveofthe“twocombinations”toexploretheimportantcharacteristicsof
theresources.Patriotichistoricalandculturalresourcesplayanimportantroleinthe
constructionofthecommunityforthe Chinesenation byconsolidatingthehistorical
foundation,deepeningculturalidentity,enrichingvaluesignificance,fosteringthemainline
thinking,andenhancingtheeffectivenessofpartybuilding,etc.Theintegrationmechanisms
shouldbeconstructedandoptimizedintermsofeducationalinheritance,publicityguidance,
andruleoflaw-basedguarantees.

Keywords: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other Tibetan areas of China;
constructionofthe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patriotichistoricalandcultural
resources;logicof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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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BasicPublicServices ZhangLijunandLiuJin(48)……………………………

Abstract: 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isan
inevitablerequirement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ethnicworkinthenewera,
duringwhichthe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playsanimportantrole.Thispaper
analyzesthemechanismof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
throughthe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Firstly,the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
servicesisconducivetopromotingeconomicdevelopmentandfairdistribution,facilitating
theachievementofcommonprosperity.Secondly,ithelpstopromoteculturalidentityand
valueidentity,advancingtheconstructionofasharedspiritualhomefortheChinesenation.
Thirdly,itaidsinpromotingemotionalandidentityrecognition,enhancingthepsychological
senseofbelongingofallethnicgroups.Fourthly,ithelpstopromote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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