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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千年文脉

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走进“大一统”展厅，正对大门的

“花瓣墙”和“集思柱”吸引众多观众驻

足打卡。“花瓣古籍墙是我们专门制作

的一个互动体验专区，眼前的上千朵

花瓣是一个个小书盒，藏有中华各民

族的典籍。”民族文化宫讲解员焦翊丹

介绍。按下花瓣上的“小机关”，花瓣

瞬间向上翻起，从“花心”中弹出一本

古籍复制件。

“每朵花瓣都不一样，但它们的心

都连在一起，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多元

一体。”焦翊丹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文化

宫党委书记、主任任毅向记者介绍，

“‘大一统’单元从思想理念、制度实

践、价值追求 3 个维度展现中华民族

和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基因；‘大

交融’单元从传统文化等微观视角，展

现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壮

大的脉络和凝聚不散的历史密码；‘大

团结’单元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

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深邃思

想与丰富实践。”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段文字出自《春秋公羊传·隐公

元年》。据介绍，这是目前可以考证的

“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的记载。

通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始终追

求团结统一。“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

一家，一视同仁”“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大一统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不

断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成为各

民族的共识。

“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

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

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一枚出土自

新疆的桃花石可汗铜币，正是大一统

的深刻写照。

“桃花石”，意指中国。这个美丽

的名称，东罗马史学家早在 7 世纪就

曾使用，汉文文献则首次出现于古籍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1980 年，在新

疆出土的一枚宋代铜币背面，同样印

有“桃花石可汗”字样。宋代时西域虽

然远离中原，但这里的王国依然有着

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

如今，《长春真人西游记》和桃花

石可汗铜币，静静陈列在展柜中，向观

众讲述西域与中原之间久远深厚的交

往交流交融往事。

花瓣墙上方，灯光颜色不断变化，

投射出反映中华民族共同理想信念的

词句，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汇入正前

方的“集思柱”。“集思柱”屏幕上，由不

同字体书写的“中华典藏”4 个大字循

环呈现，汇聚成一条中华文明的历史

长河。

各民族文化在中华历史长河中交

融浸润、熔铸淬炼，最终凝结成海纳百

川的中华文化。中华文脉绵延不断，

灿烂文明生生不息。

“大交融”同声共振

铜鼓声声，催人奋进，鼓舞中华。

在第二单元“大交融”展厅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铜声共振，鼓舞中华”

特色展区。这里展出的一组铜鼓，古

朴大方、庄重神秘，年代涵盖从汉代

至清代。

据了解，铜鼓是中国南方古代民族

创造的极富特色的礼器、重器和乐器，

有“北鼎南鼓”之誉。“在古代，铜鼓用于

战争、祭祀、娱乐等活动。青铜的原材

料来自南方，但铸造技艺受到中原的影

响，所以这组铜鼓既具有很高的文物价

值，也是中原与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重要见证。”焦翊丹介绍。

时至今日，许多地方仍在使用铜

鼓，民族的交融让鼓声回响千年。在

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6 面铜

鼓依次排列，鼓面上绘有太阳纹、十二

生肖等各民族融聚共享的文化符号。

用手触碰，“鼓面”便会变幻出绚丽色

彩并播放各族人民耳熟能详的歌曲。

当 6 名观众同时触碰鼓面时，背后大

屏幕上会“召唤”出仙鹤、麒麟、凤凰等

中华传统瑞兽。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严庆感慨道：

“每一面铜鼓都像一本记忆的书卷，记

载着不同的故事，在广袤的中华大地

上交融汇聚，横向传播、纵向传承。”

横笛、箜篌、琵琶等众多乐器流传

至今，成为中华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西田阳的舞狮面具、云南的狮头面

具、青海土族的狮面具，烙印着中华民

族共同的文化基因；一件龙舟模型，24

位不同民族的划手齐心协力划动船桨，

这是各民族龙舟竞渡过端午的艺术还

原……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和睦共

居，血脉相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展厅正中央，一幅流动的影像贯

穿整个展厅，展示着我国历史上著名

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通道——

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辽西

走廊等。上方则用纱幔展示一幅汉

代西域交通图，再现千年丝绸之路的

繁荣盛景。

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

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千百年来，各民

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灿烂

的中华文化，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

精神家园。

“大团结”时代新歌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 ，各 民 族 像 石 榴 籽 一 样 紧 紧 抱 在

一起。

走进“大团结”展厅，中心区域是

以红旗为主题的巨型展台。展台上设

置 一 组 数 字 时 间 轴 ——1921、1949、

1978、2012，4 个关键时间节点被红色

波涛高高托举，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

红旗展台四周，环绕着各民族乐

器打造的“乐器墙”。“万方乐奏”，寓意

各族人民心向党、中华民族大团结。

不少专家表示，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

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

对中国古代“大一统”“天下大同”等观

念的批判性继承，发展出的具有中国

话语特色的重大理论创新。

展柜内，陈列着 1920 年我国公开

出版的首部中文《共产党宣言》以及蒙

古文、藏文、朝鲜文等多民族文字翻译

的《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

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中华民族发

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真正成

为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文明的统

一性进一步升华。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先

后组织中央访问团，分赴西北、西南、中

南及东北、内蒙古等各少数民族地区访

问。这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首创。

展厅中，20 世纪 50 年代云南省西

畴县第一区长箐乡苗族群众敬献中央

访问团的锦旗见证了那段岁月。锦旗

由当地群众用麻布和彩线亲手制作，

“民族平等”4 个大字格外醒目。

锦旗上还有小字绣有“苗家苦曲”

和“苗家翻身曲”，其中“苗家得解放，

感谢共产党”一句，用质朴的话语表达

着真挚的情感。

时光的车轮飞速向前，“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识，早已深深融入各民族群众的血

脉，化作守土卫边的笃信笃行。

一条题写着“我站立的地方是中

国”字样的水裤，留有“卫国戍边英雄

团长”祁发宝的亲笔签名；

一块刻着“中国”二字的石头，出

自“人民楷模”、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 自 治 州 护 边 员 布 茹 玛 汗·毛 勒 朵

之手；

5 面鲜艳的五星红旗，3 面来自首

都北京、黑龙江漠河、海南三沙，另外

两面则是新疆塔城居民沙勒克江在自

家小院升起的国旗和西藏山南卓嘎、

央宗姐妹手工制作的国旗。

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与山川为

伍、与风雪作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书

写对祖国的赤诚。

展览自 2023年 8月 1日开幕以来，

现场观展人次突破 15 万。“一生所幸，

乃生华夏”“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展览的观众留言簿上，字里行间跃动

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深共鸣。

展厅内，反复播放着一段火遍全

网的短视频：

在新疆喀什地区，一名网友骑行

路上偶遇当地小男孩，问：“你们是塔

吉克族还是维吾尔族？”

小男孩脱口而出：“中华民族！”

左下图：观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场参观。

本报记者 佟欣雨摄

寻根“中华民族大家庭”
——走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作为一名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研

究生，我时刻谨记自己应以宣传和践

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

当看到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招聘志愿讲

解员的通知时，我马上报名参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的

志愿讲解工作。在出发之前，我就暗

自期待：“如果我真的成为一名讲解

员，会是一种什么体验？”

然而，这项工作并不像我想象的

那样简单，近 8000字的讲解稿，还包括

很多文言文，不仅需要熟记并面对诸

多陌生人面带微笑地流畅讲出，还要

时刻谨记讲解员礼仪以及灵活处置现

场突发的各种情况。时间紧任务重，

以至于那段时间我常会在梦中梦到向

观众讲解的情形。

也正是经过集中学习，我了解到，

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深刻把握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展览的立足之

基。在本次展览中，还有不少来自中

央民族大学的展品，这让我产生强烈

的自豪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系统培

训，我们第一批志愿者上岗了。整个

志愿讲解活动中，我接待的团队和游

客共计 20余场次。

在每一场的讲解中，当讲到“煌煌

二十四史，正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

生动体现”时，我总是十分骄傲；讲到

“桃花石共为中华”时，我的心里也认

为用桃花石指代中国既美丽又形象；

当讲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时，我更是充满激情。

每一次观众给予我的掌声，都成为激

励我带着这份热情将“大一统”理念传

播给更多人的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件件

文物古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

生动见证。而我们将文物古籍中的优

秀中华文化讲给群众听，正是讲故事

的人。

历史的巨笔镌刻下“何以中华”的

时代答案，我面对观众，背靠文物古

籍，动情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故事，再现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

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这一刻，

我真正感受到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党

员的责任与担当。

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继

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自己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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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头顶，点点繁星勾勒出一幅古星象图；脚下，“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等字样缓缓
汇入“中华文明之河”。千百年来，华夏大地上的人们仰望同一片星空，脚踏同一片
热土，铸就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北京，西长安街。民族文化宫正在展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
展”。置身近 3000 平方米的展厅，1500 余件文物与古籍穿越千年时光，见证中华
民族并非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聚合而成的民
族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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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在几
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
展了 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
家庭。”

6月 21日，记者实地探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触摸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长卷，探寻中华一家的文化根脉，感悟泱泱中华，“何以中华”。

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的“大团结”展厅。 本报记者 佟欣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