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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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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从政策设

计、实践引领、舆论引导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实践举措。营造新中国和平统一的环境，建立家

国安全共同体; 重点帮助少数民族，构建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 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与地

位，建设政治共同体; 注重各民族经济利益，建设经济共同体; 发展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建

设文化共同体。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增强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共产党;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9391( 2023) 01 － 0050 － 09

作者简介: 杨春娥，女，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赵君，女，山西临汾人，三峡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党史党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湖北 宜昌 443002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

族拥有了国族形态。与此同时，全国尚有许多

地区未解放，新生的政权尚不稳固，国外敌对势

力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企图分裂新生的人民民

族政权，对此，毛泽东指出: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

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

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

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

在中国复辟。”［1］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利用台湾、西藏、新疆、朝鲜等地民族问题干涉

我国内政，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和极端宗教

势力予以大力支持，造成部分民众对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的弱化。
建立统一政权后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剥削与压迫

劳动人民，加之战争的连年破坏与摧残，自然灾

害的侵袭，国民党败走时的疯狂掠夺，历史和现

实因素的双重影响，使得我国总体经济社会发

展处于较低水平，生产力水平也较低: “1949 年

底的 工 业 生 产 不 过 是 战 前 ( 1937 年 ) 水 平 的

50%，与 其 他 国 家 相 比，一 直 处 于 较 低 的 水

平。”［2］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恢复生产面

临严重困难。“1949 年同抗战前最高年份比工

业总产值降低了一半，农业总产值降低了二成

以上。”［3］“与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工业产品总

量普遍下降，重工业产品产量下降比例最大，钢

铁生产下降了 80%以上。”［4］

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大汉族主义和狭隘

民族主义的历史残余。林耀华指出: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歧视、隔离

与压迫政策，不承认我国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

剥夺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

使许多少数民族被迫更改、隐瞒了自己的民族

成分。”［5］解放前夕，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流窜

在西南地区，勾结当地压迫剥削人民的土豪乡

绅，不断制造事端挑拨离间民族关系，共同迫害

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群众，本就隔阂深

重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在国民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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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挑唆之下愈发严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关键时期，党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建立“中华

民族大家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促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本文拟通过对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

以家国安全共同体、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政治

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及文化共同体为建设重点，

详尽呈现党的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脉络，剖析

党的民族工作理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如何进

行具体实践，体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

导人处理民族事务的政治智慧，为新时代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提供必要的学理启示与路径指引。
一、营造新中国和平统一的环境，建立家国

安全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建设多

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营造和平统一的

环境，倡导“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理念，中国共

产党首要建设家国安全共同体，并实施开展剿

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平解放西藏等举

措，号召各民族命运与共、生死与共、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家国同构”，①齐心协力维护社会稳

定、国家统一与安全。
1． 展开剿匪斗争，维护社会稳定。新中国

成立初期，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地土匪武

装较为集聚且暴乱频繁，他们蓄谋已久、目的明

确，暴乱频繁、气焰猖獗，手段残忍。匪患对经

济复苏和社会稳定影响极大，妨碍了中华民族

家国安全共同体建设。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展

剿匪斗争，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良好环

境。1950 年 2 月 6 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强调: “土匪，特别是政治

性的反动武装正在繁殖，剿匪工作必须全盘计

划，严密布置，认真进行。”［6］1950 年 5 月 2 日，

西南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邓小平基于

我国匪患现状，指出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全区

的土匪是不断在发展的，军区司令部统计，2 月

初有 11 万，3 月初有 20 万，3 月底发展到 28 万

……云 南 部 队 进 驻 较 晚，土 匪 现 在 正 在 发

展。”［7］老百姓朴实的民生愿望是同良好的社会

环境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必

须开展剿匪斗争，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的民生需

求。根据匪患形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军事打

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

针，这场剿匪斗争共歼灭匪特 260 多万，缴获各

种火炮 2100 多门、各种枪 130 多万支。
新中国成立初期，每一次剿匪战役除有军

队冲锋陷阵，各族人民也被充分发动起来，为维

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斗，各族人民在剿匪的

过程中，家国共同体观念与爱国主义情感得到

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升华。
总的来说，剿匪反特的胜利，对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安定社会秩序、进行经济复苏，进而建设和

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和社会动力。
2． 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平解放西藏。新中

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潜伏着国民党特务等反

革命分子约 60 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 60 万，

这些反动分子采取“长期潜伏，等待时机，重点

破坏与暗害活动”的策略，对我国财政发展造成

极大破坏，严重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
1950 年 12 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起来，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
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到 1951 年 10
月底，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新中国成立之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尚未

驱逐出西藏地方。1949 － 1951 年期间，美国策

划达赖喇嘛出走，企图阻挠与破坏西藏和平解

放。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解放西藏事宜，将解放

西藏放在全国工作大局中加以考虑和认识。经

过与美 国 长 达 两 年 的 遏 制 与 反 遏 制 的 较 量，

1951 年 5 月 23 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协议》( 简称《十七条协议 》) 的签订，标志着西

藏获得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建立中华民族家国安全共同体的重要环节

之一，影响了藏区民众的社会心理，增强了藏区

民众对政治国家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
1960 年，一首代表百万翻身农奴心声的歌

曲《北京的金山上》传遍大江南北:“北京的金山

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歌词中表达的“金山”“金色的太阳”等符号生动

地展现了百万翻身农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

社会主义幸福美好生活的心声，“走在社会主义

幸福的大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等字

字句句透漏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与高度

认同感。藏族人民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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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家国共同体的关

怀与温暖，因此藏族人民借此来歌颂中国共产

党解放西藏，拯救百万困苦西藏民众，建设中华

民族家国安全共同体的伟大成就。这些内容均

表征着藏族人民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是满意的。祖国大家庭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开始深入普通西藏民众心中。
总的来说，开展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

动，和平解放西藏，促进了中华民族家国安全共

同体的构建与发展。一方面，为构建融荣与共、
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

化、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

面，培育与发展了各族人民群众的共有家园意

识，进一步使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

中，使人民切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坚定

了各族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守卫祖国、共建美好

幸福的信心。
二、重点帮扶少数民族，构建多元一体结构

共同体

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主体范围内的

重要成员，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力量。构建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结构共同体就要注重少数民族的群众力

量，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

的结构。“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

格局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习近平总书记进

一步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

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

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强调各

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 一体包含多

元，多元组成一体; 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

不开一体; 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

力。”［8］新中国成立初期，倡导“中华民族大家

庭”理念，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要扶持少数

民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
1． 开展民族识别，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身

份认同感。少数民族群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的主体力量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

产党在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主体的基础

上，通过一系列理论设计与实践引领，重建少数

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坚定各族人民为

建立和谐友爱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信心。
受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影响，中国的少

数民族存在各种自称与他称，名目繁杂，许多民

族的成分、名称等存在混淆不清的情况，还有许

多少数民族内部存在多个民族支系。也有的汉

族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要求予以承认。在社

会发展程度上，少数民族发展情况不均等，少数

民族之间呈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负载局面。总

的来说，少数民族存在民族种类众多、民族支系

繁杂、民族名称混淆不清、民族分布杂乱、民族

身份认知不清晰的复杂情况。“今日之中华民

族，需要对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有一个彻底的

认识，才能了解我们自己，述说中华民族复兴之

道。”［9］民族识别问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

展进程较为缓慢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

民共同建立和谐友爱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实

践中，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文

化，依据名从主人等科学性原则对相关民族予

以确认和甄别，最终确定中国 56 个民族的基本

格局。
民族识别工作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它

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形成，增强了人

民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发挥了各民族在祖国

大家庭中的主人翁作用，对贯彻落实与强化民

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激发少数民族的政治

意识、提升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继续巩固中华

民族共同体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今后各民族交

融互益的关系图景奠定了重要基础。
2．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增强少数民族群众

的政治参与意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少数民

族干部。斯大林指出:“世界上最宝贵最有决定

意义的资本是人才干部。”［10］毛泽东也曾指出，

民族问题解决的前提是要培养大量的少数民族

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

之间由于历史因素等缺乏信任，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存在语言阻碍，各少数民族文化习惯等

存在差异，汉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生

活习俗。如何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一批优秀的人

才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的首要任

务。因此，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

就要培养大量少数民族干部，增强少数民族干

部的政治参与意识，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中国共产党为培养一批有能力有作为的少

数民族干部，采取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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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众中发展党员并培养选拔党的干部、举办

少数民族培训班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创办

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等

举措。1951 年第一届少数民族学员毕业典礼

上，少数民族学员宣誓道: “我们永远跟着共产

党毛主席走，并回去做好工作来答谢共产党毛

主席的恩情。保证回到各少数民族地区之后，

一定要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区域自治

工作，为建设各民族人民的大家庭———中华人

民共和国而奋斗。”［11］少数民族学员深情地表

达了中国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美好幸福生活的感

激之情。“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一词，可以看出，

少数民族已自觉地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里的一份子，要为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 1954 年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共有民族

干部 160000 多人，仅各地民族学院就输送了毕

业生 15000 名。”［12］党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积极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让少

数民族充分感受到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共同体一员的使命与责任，同时也加强了国家

与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对建设中华民族

共同体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在民族地区展开改革运动，激发各民族

对新中国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

总体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个别地方还属于

特困地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发展水平也

存在较大的差距，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如果不能共享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切身利益得

不到保障，势必造成少数民族兄弟心理上的落

差，产生不平衡感和不满情绪，引发社会阶层矛

盾，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此，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是一件重大的事情。”［13］

中国共产党在多个场合表明在民族地区开

展改革运动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各族人民的认

同感。中央政府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

情况，实 施 幅 度 稳 妥、政 策 宽 松、时 间 充 裕 的

“稳、宽、长”改革方针，采取先民主改革、后社会

主义改造的两步走方法，实现了对民族地区的

和平改革。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改

革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效，通过和平的政治和社

会改革，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新的发展，从根本上

废除了阻碍民族地区发展繁荣的根源，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基础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三、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与地位，建设政治

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建立

“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中心任务。通过维护各

民族政治权利，不断推行党的民族政策，建设政

治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提供有力

的政治保障。
1．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

的政治参与权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党面临选择与实行何种民族制度和采取什么样

的国家结构这两个重大问题。有两种选择，一

是效模苏联推行的联邦制，二是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反复思

考，毛泽东为此曾特意征询过长期领导民族工

作的李维汉。经过系统分析中国同苏联在民族

构成、历史状况和现实情况等方面的差异，党中

央认为不宜生搬硬套苏联的联邦制，决定实施

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多民族国

家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内涵的完整性，使中国共

产党放弃了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联邦国家的教条

主义构想，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在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4］，是中国

共产党不盲从的睿智体现，也是对民族地区现

实情况 的 精 准 把 握，更 是 对 中 国 国 情 的 正 确

认识。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 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要求: “各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5］，该共同

纲领从第五十条到第五十三条，对我国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民族自治机关的性质、地

位、职权都作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定。自此，民族

区域自治正式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确

立下来。1952 年 8 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

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法

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

要》，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提供

了重要法制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

作的探索与创新，它瓦解了传统的民族体系，增

强了少数民族同胞国家认同感。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贯彻与落实，唤醒了各族人民的政治参

与意识，各族儿女开始凝心聚力用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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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捍卫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解放前，藏族

人民用诗歌表达内心无尽的苦闷与绝望:“虽是

父母养育，却被老爷奴役。虽有生命和身体，却

无自主的权力。”［16］ 西藏和平解放后，195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领》颁布

后，广大藏区民众由衷地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

毛主席:“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好像有了打铁的

锤子，人们拿起锤子来建设吧，无论谁都是平等

一样的呀!”［17］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藏区

的推行与实施，广大藏民翻身做了主人，由地位

低下的贫农转变为平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地

位的巨大转换，使得广大藏族民众深刻体会到

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人

民内心热情洋溢，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加坚

定，不由自主地歌颂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

的毛主席。
2． 进一步加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保

障各民族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前，崔榕等

认为“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较为缓慢的原因是

边疆与内地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与环境的

缺乏。”［18］民族问题并不是凭空而来，旧中国部

分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隔阂严重，汉族与少数

民族之间关系复杂，少数民族之间甚至少数民

族各支系之间纠纷较多、积怨已久，民族矛盾日

益加剧，少数民族对汉族存在疑心重、不信任的

情况，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新中国成立后，部分

少数民族对新生的国家政权存在不信任、不了

解的情况，加之国民党统治期间对中国共产党

的曲解与歪曲宣传，匪特势力对我国民族关系

的不间断破坏活动，使得部分偏远地区的少数

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存在敌对、怀疑、猜忌情绪。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民族共建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实践中，进一步强化民族

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充分保障各民族政治权

益，和谐民族关系。
“早在 1949 年 9 月下旬，具有临时宪法性

质的《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我国各民族一律平

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19］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多个重要场合与重

要文件中多次强烈 批 判 与 反 对“两 种 民 族 主

义”。1955 年，毛泽东同志在《农业合作化的一

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一文中指出“汉族

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诚心诚意

地帮助 他 们，所 以 必 须 严 格 地 反 对 大 汉 族 主

义。”并号召少数民族同胞追求民族平等权利。
1957 年，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在共同繁荣、共同

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

大家庭。”［20］可见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建立

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重要前提。
1947 年内蒙古自治区的解放，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

领导核心开始出现在内蒙古人民面前。内蒙古

人民感受到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用“幸福生活

赛过天堂”“毛主席的恩情重于宝格德山”［21］等

他们能想到的所有能够表达自己感激的语言赞

颂中国共产党，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朴实的话语中赋予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民族

政策高度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举措的

高度认同。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主张清除之前存在

的歧视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和族称。从族称上

正本清源，贯彻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
以此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系民族感情，促

进民族团结，增强了人民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新

中国的高度认同与行动自觉，有力地促进了中

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建设。
四、注重各民族经济利益，建设经济共同体

1．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区域民族

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内陆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相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差距较大，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处于刀耕

火种阶段。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届统

治者对少数民族施行打压政策等历史因素，导

致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较为迟

缓，许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教育、医疗、卫生

等基础设施条件、发展节奏相对落后于东部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长期落后与先进的制度

之间存在不平衡，一是容易给少数民族造成心

理落差，影响民族情感，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 二是妨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区域间

的矛盾和摩擦，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各族人

民的团结; 三是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

巨大落差，加上其他历史因素，容易酿成民族问

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区域民族经

济社会发展。对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

只是实现各族人民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而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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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从而实现

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活质量协调统一。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民

族和谐关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

中，把扶持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建设列入重要议

事日程，作为施政方针和目标。帮扶发展少数

民族经济、文化和卫生事业等一系列措施的实

施，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到 1957 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

值由 1952 年的 36． 6 亿元增到 92 亿元，平均年

递增 9． 7%。”［22］

1951 年康藏公路通车后，《西康日报》发表

社论:“从前用树叶当茶吃的人现在可以吃上茶

叶，从前滞销的各种土特产现在变成了畅销，许

多从前摒弃了土地和庄房逃亡的人，现在已重

建了家园，组织了新村。”［23］康藏公路的修建，

使得西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质量等均得到

大大改善，中国共产党重点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经济，促进区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举措取得

了良好成效，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感召着西

藏民族同胞，让民族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

华民族大家庭”周围。
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的有力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

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各民族团结友爱、互相帮

助，携手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向前发展，推动中华

民族经济共同体不断发展。
2． 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实现各民族经济百

废俱兴。经济问题是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

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从夺

取政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目标。毛泽东在西柏

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

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

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24］

1950 年 6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改革法》规定，“以三年时间在全国新解放区基

本完成土地改革任务。”这场土改行动主要措

施: 一是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二是没收

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房

屋; 三是特别强调保护工商业。除此之外，中国

共产党还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稳定物价，统一财

经。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顺利完成，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

成果。1957 年，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

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

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

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25］

对此，他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新中国成立的十余年间，

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需要，制定和采取了一

系列民生政策和措施，恢复与发展了国民经济，

稳定了新生的民主政权; 在各民族经济百废俱

兴的情况下，与各族人民同甘共苦，发展生产，

为建设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较好的物

质条件。
1949 － 1957 年社会总产值的产业部门构成②

年份
社会

总产值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其它

1949 100 58． 6 25． 1 0． 7 15． 6

1952 100 45． 4 34． 4 5． 6 14． 6

1957 100 33． 5 43． 8 7． 4 15． 6

由以上图表可见，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快速

发展，工业化建设稳步增长，工业比重超过农

业，昭示着新中国初期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

设取得重大成效。我国长期以来工业尤其是重

工业落后的状况得到大大改变，中国不再是过

去那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

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提升了人民对新中国、中国

共产党的认同，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升，各

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

努力。
五、发展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文化共

同体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

追求，是各族人民共同持守的精神家园，是中华

文明历久弥新、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新中国

成立初期，溃败的国民党军队，逃窜到西南地

区，企图破坏各族人民之间的朴实感情，除此之

外，民族分裂分子企图弱化我国各族同胞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为了抵制文化弱化，为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撑，中国

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加

强与创 新 文 化 建 设，弘 扬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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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 大力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鼓励各民族学

习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

文化建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文

化建设的目标，说: “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

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

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6］1949 年 9 月颁布的《共

同纲领》第五章第四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

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

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
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

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文化建设目标、
内涵的论述，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成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

要思想武器。
1951 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了“百

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教育方针，提出辩证

继承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

还提出要借鉴吸收国外健康文化，大胆破除落

后腐朽文化。在宣传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中华

优秀文化逐渐深入人民群众，平等互助、艰苦创

业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各族人民群众的民族

自尊心、自豪感大大提升，给新中国初期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中华

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党和国家将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作为新

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任务，要求人民群众不仅

要在政治上翻身，也要在文化上翻身。［27］新中国

初期，各民族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封建守旧残余

思想存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了一系列文化建设原则和方针，进一步加

强各民族对“新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一

是对旧文化和旧教育事业进行改造，逐渐形成

新的文化教育体系; 二是进行识字教育和开展

扫盲运动，提高各民族文化水平，为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培养了大批工作骨干; 三是在全国范

围内发起学习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普及社会

主义文化基本知识，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

国的理论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结合实际，从中国国

情出发，发起文化教育运动，不仅减少了文盲数

量，提升了各民族文化教育素质，促进了中华文

化的一脉相承，还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制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建设目标，实现了中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工作，增强

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高了各民族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

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

开创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新局面，初步建立

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为进一步建设和巩固中

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动

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也为我们积累了许多

宝贵经验启示:

第一，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断依据形势调整对

策，将民族工作与马克思民族理论相结合，以正

确的纲领和切实的行动，通过开展剿匪斗争、镇
压反革命运动、和平解放西藏，民族识别、推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展教

育等途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呈现新局面，初步

建立了各族人民和谐共生的“和谐友爱的民族

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实现现代性共同体

的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不断发展、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初期，中华民族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等共同体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源于党的

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各民族就是一盘散沙，无

法汇聚一心。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各民族

才能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去，劲往一处使，开

创民族大团结局面。
第二，各族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的重要参与主体。正如毛泽东所说: “中国的

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

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火焰普照

大地。”［28］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至上

原则为导向，发动群众，引导各族人民积极参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新中国建设大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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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历史的序幕。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

程中，特别在家国安全受到威胁之际、全民族经

济百废待兴之际，无论是工厂中的工人，还是学

校里的学生，农民、妇女、宗教界等各个阶层和

群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感召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家国安全建设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建设中华民族家国安全、
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参与者们强

化了自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使人

民对“国家”概念形成了清晰认知和普遍认同，

增强了主权意识与责任意识。国家话语体系的

广泛传播，为新中国初期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载体。
第三，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

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订

了一系列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大大推进

了民族团结政策的创新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

实施这些政策过程中，始终不忘与中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与各族群众命运前途相联系，因而

这些政策有效提高了各族人民群众的主动性，

汇集了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客观上促进了

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认同感，形成了

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只有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维护各族人民的切身

利益，各族人民才会自觉拥护在祖国民族大家

庭的周围，才会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中切身体验到共同的使命感与荣誉感，与全国人

民一同产生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心理认同。正如

2005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民族团结是

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29］

第四，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安全保障。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镇压反革命、和平解放西

藏、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

举措，高度动员人民群众，在人民心中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在建设家国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人

民对“国家”概念形成了清晰认知和普遍认同，

增强了主权意识与责任意识。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意识形态安

全风险，“三股势力”的渗透，西方多元价值观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冲击等风险，因此，牢固

树立总体安全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要

举措，也 是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建 设 的 重 要 安 全

保障。
第五，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的重要物质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对不只是要

加强人民精神、情感、意识层面的认同，也需要

加强经济建设，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物

质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

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恢复与发展了国民

经济，各民族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自觉地认同

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可见，在建设与巩固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忽视经济物

质基础的作用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波澜

壮阔。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举措，使得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得到不断增强和巩固，对

于新时代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一种将王朝统治下

的居民凝聚为统一共同体的整合机制，因此家

国共同体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某种

互通性。在共同体建构问题上，“国”仍然需要

从“家”的基点出发来加以想象。如此一来，在

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家”与“中华民族”
的类比和同构，也就不断成为一种再造的、升级

版的“家国”符号。事实上，自“中华民族”概念

创制之始，国人就自觉地按照“家国”文化逻辑，

对中华民族进行类血缘共同体的比拟和建构。”
本解释出自: 孙保全《中华民族大家庭: 一种国

民整合的政治符号》，《广西民族研究》，2019 年

第 5 期。
②数据来源于王华生:《建国初期工业建设

道路的回顾与思考》，《河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6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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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esent in de-
tail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nalyze how the
Party's ethnic work theory and the Marxist view on
the masses were put into practice，and understand
the arguably political wisdom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arty and state leaders，such as Mao Zedong，in
handling ethnic affairs，hereby hoping to provide
necessary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and path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
nity and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
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a series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
tional community had been carried out as follows:
First，by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for a peaceful re-
unification of the New China and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of national security． Main actions sup-
porting this include 1) fighting against bandit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and 2 ) suppress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nd peacefully
liberating Tibet． Second，focusing on assisting eth-
nic minorities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The main measures to
be taken for this include i) conducting ethnic iden-
tification to enhance ethnic peoples' sense of iden-
tity; ii) training ethnic minority cadres to enhance
ethnic peoples'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ii) carrying out reform movements in ethnic mi-
nority areas to stimulate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ew China． Third，safeguarding the political rights
and statuses of all ethnic groups while building a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main course of action for
this include A) promoting a system of regional eth-
nic autonomy and guaranteed the rights of ethnic
people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B )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policy of ethnic equality and uni-
ty and safeguarded the political statuses of all eth-

nic groups． Fourth，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conom-
ic interests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building an e-
conomic community． Main means to this end in-
clude I ) assisting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developing their economy and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II) resto-
ring the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o realize
the prosper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economies．
Fifth，developing the New China's cultural and ed-
ucational undertakings and constructing a cultural
community． Main supportive measures include 1 )
doing a good job at publicity and encouraging all
ethnic peoples to study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
lent Chinese culture; 2 ) considering the improve-
ment of the people's cultural /educational level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cultural education
of the New China．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ear-
ly days of the New China has gained many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us: First，compre-
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ethnic work has been a primary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cond，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re seen as im-
portant participa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
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rd，ethnic unity has
been a basic principle for building the Chinese na-
tional community． Fourth，fostering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has been an im-
portant safety guarantee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ifth，further strengthe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an important mate-
rial guarantee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ese com-
munity．

Key Words: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new Chi-
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
munity;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
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spi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