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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知、理解和体验存在虚拟性、游离性、抽象性等问题，文

化是各类生活要素互相作用的综合体现，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是刻写人

民群众的生存面貌、展现精神世界、凝聚集体力量的重要路径。文化中包含符号、记忆、情感等

象征体系，可以作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从文化的三个维度出发，能够全面激活象

征符号打造文化载体、多维再现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数字具象化民族情感实现文化连接，

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符号作为文化表征，是文化意义的显性呈现，是承

载、诠释、传递文化意义的天然载体与刻写工具；记忆作为文化记录，呼唤、强化、集中文化认

同；情感作为文化意蕴，以真实真挚的民族情感建立、串联，实现文化连接。一方面，这是一次在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路创新；另一方面，更是回归现实需求，

正视时代发展，回应当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精神交流与情感需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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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

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推动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促

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

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不仅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共产党的系统工

程，也是凝聚、引领、规范共同体成员开展日常

社会生活实践的行动指南，既有助于推动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更有助于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基固本蓄势赋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力量。[2]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

体，也是文化共同体。

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的有机整合体，有着

共享的文化和命运共同感。文化作为一种特殊

的历史确证，具 有连接、沟通、跨越时空的力

量，以存在可感知的多种形态串联过去、现在

和未来。符号作为文化表征，以显性的方式承

载文化意义、诠释意义，是天然且可塑造的重

要文化载体。记忆是人类文明的文化记录，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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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诠释与深化文化认同。而情感则是文化意

蕴与文化气质所在，以真实真挚的感情召唤真

正的文化连接，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制度

自信，系统涵养、科学整合和紧紧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本文从文化之维出发，立足社

会现实发展，从符号、情感、记忆三个方面尝试

探索一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进

路：重塑符号载体，再现记忆认同，具象情感连

接，全面构建与整合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文

化路径。

一、全面激活象征符号：打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载体

凝结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载

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一种政治意识，

也是一种根植于中华民族生存现实与美好愿景

的文化，蕴含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生存意义。这

种生存意义并没有直白展现，而是铭刻与流动于

其符号感知与表达之中。符号是对物质特性的

高度概括，也是对社会现实的规范化标识。符号

作为认识事物的标准化概括，是载体的感知与

这个感知携带的意义之间的关系。[3]（P32）这种关

系一方面指向人们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通达

人们的意识空间。符号通过意义诠释通往意识

空间彰显出其文化属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离不开文化符号的意义诠释与表达，将具

象的符号组合与抽象的符号意义与结构作为沟

通的桥梁，让人们在“感知”符号的同时接收该

符号所携带的意义，并完成意义沟通交流再赋

意的过程，即感知—接收—解释，这也是符号

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化符号以意义交流

整合与形塑自我的价值体系，使得意义化的文化

符号得到整个族群的认可，成为统一的媒介载

体，以媒介载体的形式流动于中华民族。

当前中国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杂

糅现实之中，各种思想意识形态交织碰撞，承载

思想、意义、精神的符号表达同样处于一种杂

糅的困局之中，条块化、模块化的分类传播方

式并不适用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文化建构。艾柯指出，符号化有三步：一是思维

主体确定某物“有某功能”，二是以“用于什么

目的”归类，三是由此命名为“叫做什么”。[4](P7)

可以看到，符号化取决于人的解释。符号化体现

的是人的意志，是个人意识与文化标准交互影

响的结果。符号作为一种可观、可感、可视的文

化载体，具有沟通交流、润化传播、传承延续等

功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各类符号

不胜繁多，无论是传统文化符号、还是民族文

化符号，都是根植于中国现实、中国历史、中国

文化的重要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直接呈现载体，符号化是理解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是意义共同体。但现

实情况是，这些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要么难以进

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要么难以到达人们

的意识空间。看似文化繁荣的盛况背后，却是个

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焦虑，这些符号的传播也

难以有效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始终处

于“飘浮无序”的游离状态，没有与人民群众建

立持续稳定的文化沟通。

首先，确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回

溯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源，从社会现实需求出发，

挖掘与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文本。

象征符号主要是指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特征性

的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

符号是根植于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华民族，

刻进中华民族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如孔子、李

白、长城、孙悟空等，经受住沧海桑田却经久不

衰、耳熟能详。灿烂的民族文化瑰宝见证了中

华民族在历史长河的起起伏伏，在民族融合发

展的历程中磨砺与滋养了共同的民族性格、培

育与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学会用共同

的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共同的语言文字和

生活方式的延续既是民族发展的基础，也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来源。在丰富又漫长的

历史演进与民族诠释中象征符号在客观与主观

交替的民族现实中孕育而生，一方面在中华民

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间流动，在中华儿女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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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动和集体活动中具显，自然凝聚成为刻写

民族文化表象与文化传统的意义动力的原生系

统，如民俗符号、重大节日、文化图腾等。而另

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严峻、国内社会安定的

需要，原生的符号系统已无法自主满足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求，需要我们立足

大局、顺应时事，从社会现实出发主动寻找与

创新更契合时代建设与发展的象征符号。

其次，发挥好中华文化符号作为象征符号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表

达，以象征符号形态勾勒与凸显文化的内在意

蕴，外化与强化内在意蕴，传播出人民生活现

实的社会表意。中华文化是承载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文化主体，是推动民族共同体发展的

文化起点，更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之源，

不可忽视的文化根基与思想基础，是典型的文

化象征符号，与其他优秀文化一起成为滋养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养分。在新的世界格局中，

民族凝聚力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更逐

渐演化为一种民族文化力量的彰显。文化作为

人类的实践性产物，不仅是一种意识产物，也

依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符号成为文化的媒介。

符号亦是文化，它具备文化的社会功能与部分

表征，以可观、可触、可感的方式激活人们的民

族情感与观念，用想象的一致性整合分散和破

碎的经验，融合为中华文化符号体系，提炼出孕

育共同体的养分。中华文化根植于民族历史的

叙述背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日常，以象征符号

的形式与人民群众深入交流与文化互动，不仅

集中表达、反映、呈现、传递人民群众的美好愿

望与集体诉求，更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沉淀民

族情感的依托所在。

最后，借助象征符号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与

文化在现实场景的多元表达，以确证历史赓续

与现实发展的连续性，从中得到臻于一致的关

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理性认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被

想象为一个共同体”。[5](P3)想象作为一种独特的

思维意识，被言说、被认识、被理解都离不开符

号媒介，因此想象的共同体亦可视为符号共同

体。想象不仅丰富了符号意义，更赋予了深厚的

意蕴，使得符号发生根本性的进阶，符号之间出

现了差别与联系，并逐渐演化和独立出象征符

号。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概括中华民族发展进

步的历史经验、生存智慧、精神内涵等，描绘了

一幅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图景。文化是以

符号为基础的表达体系，共同贯通的中华民族

象征符号为二者提供了交流沟通、融合共生的

发展契机与机遇。索绪尔将符号分为能指与所

指，皮尔斯则是将符号三分为再现体、对象、解

释项。[6](P71)解释项是符号生命延续，延展了符

号表意延续的潜力。视觉时代文化创造与传播

有了新表现、新方法、新要求，在“目之所及”

的世界中，符号的传达内涵丰富，符号的表意诠

释显得尤为重要，往往需要调动整个身体感官

的配合。“通感”是跨越渠道的符号表意，“通

感”实现符号丰沛意义对人的理性与感性交织

的全面传达。

二、多维再现集体记忆：强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最早提出集体记忆这

一概念。莫里斯·哈布瓦赫明确、系统地提出

并且发展了集体记忆，认为集体记忆具有较为

突出的社会属性，规定与影响个人记忆及身份

的形成。[7](P71)可见，集体记忆本身就具有社会

建构的功能，而再现集体记忆则要进行立足于

现实基点的文化复现。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以

想象的共同体和文化复现的共同体诠释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集体记忆的形式与社会形态息

息相关，受到承载与容纳环境的影响，集体记

忆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期承载着中华民族

集体记忆的媒介是不同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的传播媒介是直接影响要集体记忆传承的重要

因素。集体记忆以主体“在场”影响主体认知，

“在场”成为多维展现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前

提与条件，“在场”使得集体与集体记忆有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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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价值与意义。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

记忆与主体“在场”息息相关，数字技术的高

度发展让主体“在场”有了多种形式，身体的

解放拓展了人们的认知范围与活动范围，集体

记忆的展现也有了多种形式，节日仪式、影像资

料、在线直播等图像成为当下主要的传播方式。

“在场”强调从物质实体到精神实体的嬗变，

与线下生活相比，数字意识空间寄托了个体更为

真实的感受、思想、情感，个体将自我饱满的精

神意识投入到线上，各类数据成为记录个体生

存实况、刻写人们精神实貌的客观存在。故此，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展现与召唤在空间

层面选择更倾向于“在线”，并逐渐演化为“在

场”的主要形式。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集体记忆对于确

立民族身份发挥着重要作用。[8](P33)对于起源的

追溯离不开刻写生命历程的记忆，“记忆”言说

着“我是谁”“我们是谁”，记忆冠以我们身份

属性，民族身份确立既是政治表达，也是意识

体现，事关个体的站位与立场，但心理层面的

身份认同无法且不能用强硬的手段。阿斯曼提

出 “文化记忆”，认为其蕴含着一种“凝聚性结

构”，这种结构是一种文化、一个族群共同的价

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从各种具体的现实中剥离

出来，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约束力量。[9](P110-132)文

化作为一种柔性力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塑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记忆”，逐步润化、重

塑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既要追溯民

族历史文化、风俗传统、价值规范等集体记忆，

更要回归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集体记忆之

上。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集体记忆以一种文化

刻写的姿态潜移默化地影响主体认知，不仅需

要通过记忆召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

要在现在和未来的现代图景中以“在场”的主体

形态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强化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首先，展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全面诉说

与召唤，塑造“在场”的主体，通过记忆的多维

复现全面展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言说与

沟通，以主体记忆回应主体诉求，赋权主体、

解放主体。集体记忆在叙事框架、主体诉求和

复现机制三者共同作用下进行建构，而赋权则

是通过对集体记忆“在场”和“不在场”的加强

或遗忘实现。在集体记忆内容的建构与重构过

程中影像复现、场景复现、历史复现等进行话

语权博弈，完成基本事实表述的同时，再将叙

事框架、主体诉求、复现机制完整融合在同一

过程，召唤与强化集体记忆言说与演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并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与

祖缘谱系中主动解码我们的历史方位，再从现

代化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集体的现实记忆、情

感、经验中寻找时代定位，从时空之维全面再

现集体记忆，在内容解码重组的过程中强化主

体参与、解放主体桎梏、重塑主体在场，增强文

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次，主动建构新的集体记忆仪式，既要

通过仪式构建传承、寻觅、挖掘过往历史与传

统，更要主动迎接、创造、开拓现代与未来，将

参与体验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

实践。康纳顿的社会记忆指出，传承与保持社

会记忆的两种方式，一是纪念仪式，二是身体

实践。[10](P56-58)仪式是抵抗遗忘的复现机制。周

期性的仪式呈现是传承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的

核心要素，也是传承与保持记忆的重要方式。

此外，仪式建构的过程也是文化建构的过程，

描述现实、再造符号、连接意义来创造记忆。

当前社会已成为一个图像社会，视觉占据了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连接记忆、生产记忆、

记录记忆的重要路径。视觉媒介能够将个体体

悟、经验、记忆以图像仪式再现。视觉媒介打破

时空的桎梏，将“想象的共同体”转化为“在场

的共同体”，仪式主体极大地被个体赋权，个体

的体悟与经验熔炼于集体记忆的仪式记录中，

视觉媒介通过讲好中国故事、纪实记录、新闻

报道、历史演绎等手段演绎与呈现民族集体记

忆。个体通过亲身在场参与形成个体化实践，

再被媒介传递、记录、保存，转化为实在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集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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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溯源中华民族的民族源像，挖掘其背

后的集体记忆滥觞，在深厚的源像底蕴基础上

系统梳理、全面整合集体记忆，塑造、刻画、展

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形象，润化、滋养、凝聚民

族认同。学界把“物质本源”称为“源像”，“源

像”承载的是最深远与根本的物质实践，是最

初的集体记忆来源。与形象不同，源像是客观

的事实，是最本真的存在，是天然去雕饰的。正

因如此，源像蕴藏的文化力量是原始也是巨大

的，它是实体存在的体现，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形象是在源像基础上的重塑与再造，是主观化

的意识产物。源像决定了形象的构建起点，形

象成就了源像的多元表达。民族形象根植于民

族源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源像是民族要素与

国家要素的有机统一，所凝练的精神标识不仅

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旨归，更彰显出

中华民族的改革创新，利用新思路、新方法、新

观念描刻中华民族的新形象。溯源民族源像，

针对民族发展的现实需求将源像元素与形象元

素的交流碰撞、融合交织中以文化整合，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与集体记忆紧紧联系在一起，

臻于一致，在中华民族的新形象建构中哺育、

滋养、振奋人民群众，强化文化认同，增强文化

自信、民族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数字具象化民族情感：实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连接

在数字时代，情感不仅是一种个人化的情

绪体验，还是一种被技术中介的文化实践，受

到数字媒介及其社会环境的制约。加拿大学者

查尔斯·泰勒曾说：“谈论现代意义上的‘认

同’,对我们几个世纪以前的祖先来说，是无法

理解的。”[11](P38)数字应用的推广不仅成为了个

体的媒介设备，更随时随地制造个体的情绪体

验，打造出“情感易激”的数字实践环境。随着

情感媒介实践的不断发展，社会交往逐渐已经

无法脱离“数字”形式，而数字媒介实践也逐渐

成为现实社会中普遍的基本生存形态。当前，

数字媒介实践的深入极大地激活了人类的情

感，并构成了十分丰富的情感文化图景，流动并

贯穿于个体与群体之间，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

标尺。数字符号逐渐成为人们情感流动的直接

展现，数字成为情感重要的表达方式，延展人

们的情感形态。

情感是一把双刃剑，事关每个数字个体的

自我辨认、理性认知，规训思维与行为，重塑人

的生活形态与行为方式。无数个体每日穿梭于

数字化的虚拟交往中，不自觉地重复着数字媒

介实践，沦陷于数字虚拟创造的情感麻痹之中，

消弭着作为独立个体的认知力、思考力、行动

力，并在数字空间短暂性、片段性、碎片化等特

征的影响下，逐渐难以产生持续互通的集体情

感，主张个人化的情感体验，逃避、远离、放弃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与价值认同。情感的

数字流变将会打破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稳定

性，诱发公共领域共同造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混乱与断裂。利用数字形式将民族情感

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体认中，使其再

现、具化、勾勒情感形态，通过民族文化因子与

元素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空间，使

情感数据化、指标化、可视化融入文化之中，成

为现代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衍生出新的文化

形态，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连接。

首先，构建网络空间的共时社会实践，[12](P27-28)

强化民族情感的社会生产机制，从无意义的散

漫群体实践转化为有意义的积极集体实践。实

践中生成的集体意识与标准会逐渐成为共时社

会实践中的个体意识，从意识层面落实到情感

层面，形成一种可见可观可感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情感共识。情感共识既是集体规约，也可转

化为集体意识下的行动指南，在共识社会实践

所形成“情感规约”从形成到运用时长比法律

指定更短，且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更为切近，

更具有柔性文化力。实际上，网络意识形态事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数字化的发展极

大地“解放”了网络空间，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呈

现出“混乱无序”状态。网络意识形态空间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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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稳定性，网络

意识形态空间的重塑过程也是一个多层次、多

主体的复杂的情感互动过程，需系统规划和长

期建设[13]，以数字形式将情感融入意识的具象

表达之中。

其次，打造数字互动情境，拓展民族情感

的连接方式，利用技术构建高质量的数字互动

空间，塑造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

表达，触发民族情感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原动力。以库尔特·考夫卡为代表的格式

塔学派认为，情境是特定时空场景中能够影响

个体情感体验、意义理解的一切事物和信息。

数字化不仅创造了一种兼具个体性和社会性、

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具有聚合形态的社交新模

式，更打造了一种多种要素交互、注重个体体验

的沉浸式互动情境。[14]在互动情境中，个体情

感从多元素支撑的不同层面生发，在不同层面

与其他个体发生碰撞与交织。数字化既是技术

呈现的结果也是文化尺度，以文化实践将离散

的个体情感融合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情感，并在

此过程中衍生出了基于民族情感景观的审美图

鉴。互动情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类情感的质

量。当前新型生产方式具有明显的情感支配特

征，情感成为生产与消费的重要驱动力，资本

逐利也逐渐将目光放到情感要素上。“情感荒

野”“情感异化”“情感剥削”等突出问题，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数字时代人们的情感面临被客

观化的危险，成为被利用和操控的对象。[15](P22)

应当合理有序地使用数字技术，优化民族情感

的数字互动情境，强化民族情感在日常生活中

的文化连接。

最后，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数字展演，激活

民族情感的时代价值，通过数字技术打造文化

新业态，形成全新的传播格局全面促成个体与

集体的文化连接，完成中国故事的数字演绎实

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皈依。一方面要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要有宏大

的国家叙事，也要有细致的个体叙事。要将人民

群众置于熟悉、亲切的文化环境中以中国叙事

话语体系调动人民群众参与、表达的积极性与

创造性，在双向互动的数字文化连接中培育、

润化、滋养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以情感的意

蕴潜移默化地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

方面以数字展演实现中国故事的路径拓展、方

法拓展、场景拓展，数字展演强调视觉化的数

字呈现，以动人动情的展现方式实现人民群众

的认同。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中国故事互动

式、沉浸式、个性化的文化体验场景，通过立体

化、多空间的故事叙述，展现出具有艺术美、科

技美、文化美、社会美、时代美的审美意蕴与审

美旨区，让人民群众在“数字+传统”与“创新与

继承”的双重维度都感受到中国故事的魅力，在

愉悦与自豪中触发本真的民族情感，以原始原

生的情感动力保持与稳固民族连接，升华民族

情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 语

文化拥有物质难以取代的巨大力量，是思

维意识、精神意志、情感人格等的生长之所，不

仅镌刻进个体、群体的生存历程，更深深熔铸

在民族历史的岁月长河里。[16]人民群众的日常生

活实践离不开文化，文化是各类生活要素互相

作用的综合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一项系统的、全面的、持续的工程，也是一项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的

固本之举，需要多方协作。本文以文化视角提出

从符号、记忆、情感由表及里、从外到内全面构

建文化路径，打造文化载体、强化文化认同、实

现文化连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思路创新，更是回归现实需求、正视时

代发展，以人为本，回应当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

展、精神交流与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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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 , Memory and Emotion：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Path of Forging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LUO La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lems of virtuality, dissociation and abstraction in the perception,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ulture i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f life. Integrate and nourish the daily life and soci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ulture by building, strengthenning and enriching the ideological and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 proposes to fully activate symbolic symbols to create cultural carriers, 
multi-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to strengthen cultural identity, digital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emotions to achieve cultural connection, and explore a cultural path to forging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s a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symbol is the explicit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the natural carrier and writing tool to carry, interpret and transmit cultural significance. 
Memory, as a cultural record, calls for, strengthens and concentrates cultural identity. Emotion, as a cultural 
implication, establishes, connects and realizes cultural connection with true and sincere national feelings. 

Keywords: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ulture; symbol; memory; emo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