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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

部署民族工作的主旋律和最强音，不仅是习近平总

书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国际战略思维的

鲜明体现，亦是嵌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

任务之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

成部分。2018 年 3 月，“中华民族”首次被写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奠定宪法基础［1］。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2020

年 2 月，国家民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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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新时代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策

指引。

中国武术汇聚着中华各族人民的智慧，其发生

发展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首先，

千百年来，在民族危难、国家危亡之际，中国武术始

终站在中华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维系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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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部署民族工作的主旋律和最强音，中国武术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先天优势和积极作用。基于此，通过文献资料、历史考察、逻辑分析、归纳

演绎等方法，本研究在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概要及其意蕴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武术对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支撑价值，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即中国

武术与中华文化互融共生的意识，铸牢文化认同；中国武术与中华民族互动共存的意识，铸牢民族认同；

中国武术与国家命运互联共荣的意识，铸牢国家认同。最后，研究提出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基本方略，即同心同德：阐释好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蕴含；同心同向：把握好

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站位；同心同行：设计好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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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国家领土的第一线，行动上的守望相助和情感

上的荣辱与共，使之抽象成为一种浓郁的“武”情

节扎根于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其次，中国武术是

中华各族人民共创、共享、共参的“共同活动方式”，

虽在各民族文化中自有其风格独特的武术形态，但

却深蕴着“认同中华武术和认同本民族武术并行不

悖”的文化心理和认同意识，不仅表现着中华文化

多样性，也维系着中华文化统一性，中国武术也因此

成为各族人民普遍接受与认可的中华民族的象征符

号。最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伴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不断强化，包括中国武术在内的民族传统体育

因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已参与到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之中，扮演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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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角色［2］，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

益支撑。目前，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

源、文化根基具有密切关联的武术领域，关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议题却尚未得到学界广泛关

注。鉴于此，本研究着意于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为中国武术研究拓出新的学术生

长点作出积极尝试与探索，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贡献武术智慧与方案。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概说及其中意蕴

自秦朝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

家开始，我国就被定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后虽

历经朝代更迭、割据分裂，但总的发展趋势依然为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并经由各民族持续地交往与融合，

而凝汇为统一稳固的中华民族。步入近代，从鸦片

战争到抗日战争，民族危机日渐深重、外敌侵略日益

加剧，各族人民基于共同命运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

族自觉意识，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中

国成立后，在 70 多年的砥砺前行中，历代党和国家

领导人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不断探索

与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其话语表

述也经历了由“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逐步升华。习近平总书记专门

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出：“引导各族群

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

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3］

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

力量之魂。”既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基本内涵，也明确提出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

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深刻意蕴。首先，

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始终不渝的至高目

标。维护国家统一离不开属于意识范畴的国家认

同，这是维系和持续巩固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紧

密团结、和谐发展、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条

件，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基调。中

国作为一个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

各民族群众中牢固树立国家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坚强基石。其次，民族团结是当代世界

多民族国家致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也必然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旨归。民族团结是民

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有机统一，并综合指

向各民族群众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顾颉刚先生提

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

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深刻揭示出民族

认同是中华民族一体性和民族团结如一的重要基

础。再次，在多族一国的宏大框架内，精神层面的问

题要靠精神力量来解决［4］。精神力量源自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想。

中华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奠定了精神力量

产生的共同基础。这是民族共同体中最显著、最稳

定的因子，是体现一个民族独特性之所在［5］，亦是维

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精神力量的文化纽带。

2　中国武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支撑

价值

2.1　“中和”为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思想支撑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之绵延发展，必有赖其文化

支撑。就中国文化之本质与特性而言，是“中和”而

非是“偏陷”的［6］，此即中国文化之思想精髓，造就

了中华儿女平正中和的性格。以“中和”思想为底

蕴的中华民族则更注重人类在“心”上的相互感通。

由此可见，“中和”思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显在价值。

融通和合的共同体意识所孕生的“天人合一”

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

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

尚“中”贵“和”的民族心理，辐射影响至中国社会各

个领域。武术先贤在创拳、传拳过程中将之贯彻其

中，使各民族传统武术形成求中、守中、用中的技理

准则，以及独特的人人伦理、身心伦理、天人伦理［7］

和谐如一的价值取向，并通过习武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如在《太极拳谱》中指出：“学太极拳不可不敬。

不敬则外慢师友，内慢身体，心不敛束，如何能学

艺！”［8］其中，“敬”即中华伦理精神核心要旨，内涵

着对己、对人、对世间万物和谐有度的博爱精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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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撑“天下武术是一家”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保障，

推进各民族武术爱好者、习练者友好往来。总之，中

国武术对于“中和”思想的承袭，以及因此而生成的

独特教化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

有益的价值支撑。

2.2　“修身”为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观念支撑

中国文化之显著特征在于自古讲求道德，乃自

个人开始，再遍及于全社会、全天下，无论后稷、文

王、周公、孔子、老子皆然，旨在经由推己及人，进而

成就一个理想社会。历经数千年延承至今，依然是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溯中华民族

发展史，正是不同时期各族人民认同修身立德所蕴

含的价值观并进而内化为理论自觉且最终外化为实

践共享的动态过程［9］，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

当下，民族之复兴、国家之发展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就依然要秉承修身观念。

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

影响下，“修身”二字贯穿中国文化之古今，这也是

中国武术自古以来不懈追求的目标，为中华各民族

武术拳种流派所集体认同。古往今来的众多习武者

均是以“武”修身，皆以“武”寄托着“修齐治平”的

情怀与精神。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孕生的

“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念，不仅奠定了中国知识

分子的精神基础，支撑起中国侠义品格的基本信念，

也包含了中国武术的基本武德伦理，是习武者或武

术从业者必须严格遵守的“内在铁律”［10］。当下，

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已逾越以格

杀为旨的技术行为，而鲜明指向修身治心、陶冶胸境

的文化意蕴，体现着中国人性情深处文武兼照、允文

允武、文德武德和合如一的文化理想。在以儒家文

化为本位的古今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浓郁情怀扎根在包括武术在内的每一项传统技艺

的血脉之中，强化了各民族习武者对民族国家的认

同，以及心系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的自觉意识。

2.3　“尚武”为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情感支撑

中国一代又一代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

子，将“大同之世”当作最高的理想追求［11］，其中就

蕴含着以“尚武”为主要内容的情感积淀与表达，如

《水浒传》中聚义于忠义堂的一众好汉，以“替天行

道”维系社会常序，凸显“忠义武德”的风尚，根深蒂

固于民间社会和民众心理，使得武术之“武”成为汇

集各民族情感的载体。

维系并凝聚民族情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武术在此方面具

有特殊作用。第一，从 20 世纪 70 年代李小龙在《精

武门》中踢碎“东亚病夫”的牌匾，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万人空巷观看《少林寺》掀起全民习武热潮，到 20 世

纪 90 年代金庸武侠影视剧风靡全国，再到 21 世纪

中国武术以民族文化代表之姿亮相国家重大外事

活动，中国武术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叙事方式刻画了

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表现出中国人浓厚的尚

武情节。第二，每逢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时，社会

各界先进人士总会积极提倡“耻文弱，多想慕于武

侠”的风尚，以至有学者深情指出：“之于千万道万

里长城，潜伏在民族魂灵深处的尚武精神更能保家

卫国。”［12］即便在社会昌明的今天，每当社会不公

或道德沦丧事件出现时，人们内心总渴望着扶危济

困、扶危济急的侠义人士出手相助，折射出各族人民

崇武尚武的普遍情感。第三，培塑尚武精神依然是

时代心声。“在国力今非昔比的今天，精神更不能

缺钙，要在国民中特别是青少年中大力培塑尚武精

神。”［13］武术依然是中国民众对尚武精神追求和情

感寄托的重要承载方式。2021 年 5 月 9 号，“百校万

人”中华武术大展演在温州启幕，共有百所学校、数

万学生参加，不仅有助于在青少年中培植尚武精神，

凝聚尚武情感，也有益于在共同习武中团结各民族

青少年。

中国武术寄托着中华民族多元且浓厚的尚武情

感，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

感方式，是中华民族的情感汇聚点。武术当作为精

神教育、情感教育之一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中进一步唤醒、凝聚历久且常在的尚武情感。

3　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3.1　中国武术与中华文化互融共生的意识，铸牢文

化认同

武术之所以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主要因其

根植于中华文化之沃土。中华文化具有高度的凝

聚、认同、统一作用。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

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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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

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

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

求。”［14］。

回溯中国武术，自原始社会在人与自然、人与人

的斗争中初具雏形后，历经先秦、秦汉、唐宋、明清诸

历史时期最终走向成熟。在此过程中，中国武术与

包括各个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互融共生，须臾

不离。一方面，中华文化尚大同而不强求齐一的文

化精神，使中国武术在发展实践中不仅融摄儒、释、

道、法、墨等思想派别的文化精华，也使之在文、史、

哲、理、医等领域中寻求到益于自身进步的文化因

子，综合孕育了中国武术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另一方面，中国武术在与各民族文化的交织中得到

积极发展。如产生于元明时代的中国回族［15］，在民

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逐

渐内化到其价值体系当中［16］，鲜明体现了回族文化

与中华文化的互通性。中国武术经与回族文化交往

交融，共同生长，形成了独树一帜、特色浓郁的回族

武术。在多民族文化和谐共处的氛围中，中国武术

中的壮拳、孔雀拳、畲家拳、西夏拳等少数民族拳种

应运而生，流传至今。时至今日，武术已成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参赛运动员最

多、争夺最激烈的竞赛项目之一［17］，为各族人民增

进友谊，提升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

挥着积极作用。

中国武术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并与之互融共

生的不争事实，使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一种文化寻‘根’的实践活动”［18］中成为一项具

有鲜明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并在意义认同、意义共

享基础上实现意义共遵［19］，为不同时空中的我国各

族人民营造出一种“我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此

引导并形塑对于中华文化的集体认知和集体记忆。

3.2　中国武术与中华民族互动共存的意识，铸牢民

族认同

中国武术因与中华文化互融共生的意识，使之

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在伴随中华民族

兴衰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养成了高度的民族认同，以

及与之互动共存的意识。

在中华民族的砥砺前行中，“修齐治平”的家国

情怀贯穿始终。这种心系民族生存、发展的忧患意

识，经不断向各民族文化渗透，逐渐成为中华各民族

的共同意识。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和中华民

族精神的精髓，也在我国各个民族武术流派中得到

厚植。在回族武术八极拳的门规戒律中亦指出“艺

成之后要爱国护家”，是回族教义与儒家伦理观融

合的直接表达。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各国列强

的入侵激发了各族武术志士的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

觉醒。如在反对腐败无能的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

资本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在不断发

展中吸收不少各民族武艺高手。民国时期，在我国

各族民众被讥讽为“东亚病夫”之时，霍元甲发出了

“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以天

下健者一试”［20］的民族之声。在中华民族所处紧迫

国际形势下，尚武思潮得到各民族先进人士的推崇，

少数民族武术家王子平、马凤图等纷纷投入民族解

放事业。从某种程度而言，近代以来不仅是各族人

民以“武”共同抵御外敌的抗争史，也是以“武”推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就史。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指出：“中国民族

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一方面，揭示出中国武术

与中华民族互动共存的意识自古已然；另一方面，

也表现出“武”是中华各民族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格。

正因如此，每逢民族危机深重之时，中国武术总能挺

身而出，为各族人民所面对的共同命运发挥积极作

用，深化着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的认同感。

3.3　中国武术与国家命运互联共荣的意识，铸牢国

家认同

着眼于历史发展之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

在递进关系，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之基，国家认同是

以民族认同为基础不断发展的结果［21］。《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指出：“一部厚重的中

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并共同

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国武术作为我国各族人

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经千百年来的持续发展已成为

与国家共休戚、共命运的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武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与

关怀下有序发展。1974 年，经国家体委、教育部、外

交部等多部门协同组织，汇集全国各族优秀武术运

动员的武术代表团成功出访美国。中国武术所扮演

的“使者”角色成为洞察政治局势和他国政治立场

的窗口，为其时中国政治愿望的表达发挥了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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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对国家政治、利益的维护与保障是国家认同的

重要方面。步入改革开放，从邓小平为日本友人题

词“太极拳好”，到温家宝与东京市民一同打太极；

从 1990 年武术成为北京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盛大武术表演；从俄

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少林寺观看少林功夫，到中国功

夫在联合国进行专场演出；从各国孔子学院开设武

术课，到“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互鉴中屡见武术身

影。中国武术的每一次出现都超越了其作为一项运

动、一门文化的意义，而上升成为体现国家意志、凝

聚高度国家认同的象征符号，是中国武术与国家命

运互联共荣意识的崇高表现。中国武术承载着各族

人民的集体情感、共同观念而不断维系、深化着中华

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4　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方略

4.1　同心同德：阐释好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思想蕴含

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武术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共同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亦根生于中

华民族的现实土壤。由此意义而言，在二者共同产

生、实时交互的关系互动中，通过各民族成员对自身

参与共创的文化和历史的认同，体现了中华武术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共在性［22］，中国武术作

为承载与汇集各民族情感的载体之一，奠定了中国

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

中国武术不仅是一项身体文化，同时也是一种

精神文化，由中华各民族文化集体赋予，体现着各

族人民的共识共思。中华各族人民自古就推崇“协

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等思

想［23］，其中内蕴着中华民族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

与自身、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根本原则和理想目

标［24］，从而全面影响着民族成员的相似或相同的情

感表达、道德规范和发展愿景，积淀了彼此认同、亲

和、吸引的民族心理。与之相应，中华武术视个体和

谐为真，天人和谐为美，人际和谐为善，和谐是武术

伦理思想的最高准则［25］。武术各门各派均秉承着

这一思想，如回族武术八极拳即要求：“同门之人以

和睦为贵，不可逞自己之刚强，灭他人之志气。”［26］

可见，中华武术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以“和谐”看

待世界万物的思想观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思想蕴含。

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作为重大战略进行

部署，明确要求“深入阐发文化精髓，加强中华文化

研究阐释工作”。中华武术作为其中唯一具体提到

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其中“和谐”思想的多元阐

发在任何历史时期均有其时代意义。

4.2　同心同向：把握好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目标站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中提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目标愿景［27］，进一步强调了文化

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性。这也要求中国武术的发展实践要积

极提升政治站位，在增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认同上下足功夫。

首先，“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

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

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

有侠义的民族观念和侠义的国家观念，‘民族’与

‘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钱穆先生所言，深刻阐

明文化之于民族、国家的重要程度，并鲜明表达出文

化认同在民族融合历史上的不可替代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亦做出过“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的经典论述。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意志的引领下，增进

文化认同是中国武术以武育人、以武化人、以武成人

过程中的根本职责与使命。其次，民族认同是对与

主权紧密相关的最高层面的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

对作为国家民族组成部分的 56 个民族的认同［28］，其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

喻。文化符号因素是民族认同中最为虚幻，却是最

为重要的因素［29］。武术作为超越血缘、地缘、业缘

的中华民族共有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应以更为多元

的方式在民族认同、人心归聚中发挥更为广泛的作

用。最后，从国家认同角度而言，武术在和平时代已

然成为表达国家认同归属感的工具。党和国家对武

术在文化、教育、体育、健康等层面的战略推进，也

必然存在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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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扶持推广太极

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既着

眼于“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30］，也着意于

武术等民族民俗民间传统体育所内隐的精神标识、

文化气度、情感表达，能够发挥团结各族人民的特殊

作用，以此综合推进国家战略部署。

4.3　同心同行：设计好中国武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行动路径

“大力发展各民族优秀文化，建设各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

音。基于此，中国武术应多措并举，且有针对性地进

行普及传播，以为各民族文化协调发展与相互适应

贡献武术智慧和方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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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结

合武术发展实际，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

动路径应主要从如下方面着力。

其一，现代社会已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空

间成为党和国家传宣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最

为重要平台之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主

动建设并利用好网络舆论阵地。由此，中国武术可

以开展类似“互联网+民族武术”行动，联合各地各

级民委、武术协会、单项拳种学会等机构，广泛采撷

诸如将古老朴实的壮拳揉进北方长拳功架的明朝少

数民族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布依族以板凳为主

的拳术体系“布依四门凳”等各民族武术流派历史

上的爱国轶事、民族英雄、优势拳种、特色健身、习武

民俗等相关内容，打造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扩

大各民族武术文化的社会影响。其二，会同文化学、

民族学、传播学、武术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运用

各种传媒方式，形成宣传合力，积极在全社会树立和

突出可供各民族共享的武术符号和武术形象。同

时，决不能仅把武术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界定在汉族

文化的有限范围内，要强调武术文化的多样性形式

和多重性内涵，把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纳入中华武术

整体文化系统之中［31］，增强文化感知和历史记忆。

其三，统筹散落在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武术资源，展开

富有特色的区域性、群众性武术交流活动，使武术竞

赛、娱乐、健身等相关活动内容的开展“重在平时、

重在交心、重在行动、重在基层”，创造“共居、共学、

共事、共乐”的氛围和条件。其四，依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工程的大力实施，以“七进”为抓

手，推进各民族武术文化的社会化融入，增进其知晓

率和参与率。

5　结语

中国武术的发展实践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

演进一脉相承，型塑了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民

族国家的认同，也使之能够对文化认同、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形成反哺。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

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征程中，中国武术理应

肩负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不仅以焕

发自身更大的价值来实现其新的发展突破，亦要为

“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

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做出积极贡献。目前，中国武术与筑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相关研究尚未得到学界足够重视，缺乏直

接理论成果。本研究仅为初步性、提纲性的研究探

索，更为细致、深入、系统的研究仍待学界共同关注

和开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地履行武

术责任、展现武术担当、做出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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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main theme and the strongest voice for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to deploy the work related to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 Chinese Wushu，it has inherent advantages and a 
positive role to play in forging the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is，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logical analysis，induction and deduction，this study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implication 
of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discusses the value of support that Chinese Wushu offers to help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of Wushu promoting this sense is to enhance，

between Chinese Wushu and Chinese culture，the awareness of symbiosis to foster shared cultural identity，the awareness of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to strengthen the shared national identity，and the awaren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cement the 
shared country identity. 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strategy of Chinese Wushu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that is，with one heart and one mind，to explain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to grasp the target position 
and to design the action path of Chinese Wushu forgi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wareness.
Key words：Chinese wushu；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sense of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