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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
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动力。中国作为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中的

“大一统”思想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
了坚实基础，“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等理
念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文
化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各民族得以凝
心聚力的基本因素，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中华文化主体性
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生成的，表
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存在
于同外部文化碰撞之中的独特本质。因
此，中华文化主体性充分彰显了各民族对
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保证中
华民族在同外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中既能保持独立性，又能发挥能动性，赋予
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不竭动力，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民族关
系的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其文化主体性

始终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实现文化认同与
政治认同的历史进程，使各族人民在历史
自觉的过程中由内而外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从而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家国
同构”作为民族观的重要载体，对于增进各
民族的共同性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我们
党精准把握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指引，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性地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孕育出既符合科学规律又适应中
国实际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
路，对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
进共同富裕等民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因此，科学理论与文化传承共同成
就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理论
与文化的交融关键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主体性发挥，而这种主体性正是来源于
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中华文化历经数千
年的历史锤炼，其文化精髓自然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财富也是自信来源，各族人民在
历史自觉中不断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
信，家国情怀与团结之势自古存在。基于
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的科学性，更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具有的主体性，正是这种主体性才构
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
历史底蕴，从而不断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推陈出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
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坚持
民族平等与团结的基本准则，坚持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价值追
求。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以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
理论，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论证了其真理

性，成为处理民族问题行之有效的重要理
论，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之所
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关键在于其秉持的鲜
明品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解放全人
类为目标，人文关怀是其理论出发点与落
脚点，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的根本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
论是发展的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断丰富
创新以实现发展进步是其生命力来源，一
成不变只会被时代的洪流推翻，只有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使理
论在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

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是党
的民族理论发展创新的基本遵循。党在结
合民族问题具体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创造
性地提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民族理论，
推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话语体系的形
成与发展，从而对民族问题的中国之问、世
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予以中国答
案。质言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
化与时代化，一方面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识的逐步深入，另
一方面展现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不断完善
的实践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过
程，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确立了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主要原则方
向与政策要义，再到党的十八大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
界，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我国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发展，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
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指向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又进一步发展
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构成了历史

进步的动力。从我国的民族工作来看，中
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纲领性科学理论，我们党
不仅坚持对科学理论的深入学习，还强调
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要与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发展的总任务，特别是新时代的伟大
实践紧密结合，从而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
践充实理论的发展过程。以民族工作为基
础是党的民族理论发展创新的生命力所
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
化的实践指向。我国的民族平等团结、民
族繁荣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理论实
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始终团结带领各族
人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各民族之伟
力，共同创造了符合客观规律、顺应时代诉
求、契合中国实际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话语
体系。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源于并服
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任何个体或事物都不能取代人民作
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只有人民才能发挥历
史主动从而推动历史进步。进言之，阐释
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的历史实践，不仅要把握中国共产党作为
领导核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还要深刻领
会中华民族作为历史主体所产生的作用与
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时代化的历史实践，实际上就是党的实践
和理论创造活动同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其经
验相统一的过程，是党在人民群众实践基
础上创造科学理论的历史真实，也是以人
民实践作为起点、作为载体、作为参照的党
的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是党和人民在历史实践中的
创造性产物，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
化时代化还将在党和人民的接续实践中不
断创新发展。中国化时代化赋予了理论发
展的活力与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的实践指向。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
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坚持整体统筹，完善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
建设机制。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
教育部门各负其责、各方资源全盘激活的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工作格局。一是实现“一盘棋”整体
推进，成立贵州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发展研
究中心，整合全省大中小学、科研单位和社会教育资源，
围绕“发挥一个作用、着力两个研究、提供三个支撑”思路
谋划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工作，为培
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提供重要支撑。二是做
到“一张网”联动覆盖，印发《关于推进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指导意
见》等文件，明确到2025 年形成大中小
学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全员、全程的“三
全育人”新格局，提出课程理念一体化、
目标内容一体化、教学教研一体化、队
伍保障一体化、课程评价一体化的“五
个一体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主要任务。三是做到“一条心”深化落
实，组建贵州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体化共同体，形成以一体化共同体建
设牵头单位为核心、一体化发展研究中
心为支撑、一体化共同体成员单位为主
体的以点带面分类推进工作机制，定期
召开共同体建设工作调度会、共同体建
设成员单位思想政治教育骨干教师培
训会等，为进一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推动思想政
治教育建设内涵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坚持协同推进，开展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教学研讨。贵州省大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
中心注重开展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地
方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围绕“一中心五
联动”的一体化建设目标，立足贵州、辐
射全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各学段衔接
的一体化改革模式与途径，推进大中小
学思想政治教育横向跨学科、纵向跨学
段联动贯通。一是注重教研创新，充分
发挥贵州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
体化建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平台
优势，围绕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集体
备课、示范课、研讨会、交流活动、专题
培训等内容，在协同育人一体化推进、
理论实践一体化结合、数量质量一体化
提升等方面下功夫，形成“不局限于书
本，不拘泥于静态”的精彩课堂。二是
开辟育人阵地，将国情、省情与思想政
治教育有机结合，创新教学方法，拓展
教学时空，如深入贵州红色文化、“三
线”文化教学一线讲授思想政治教育
课，通过“红色大讲堂”“长征讲堂”等提
出以实践一体化推动社会大课堂与学
校小课堂有机融合的创新路径，用好用
活用足贵州地域特色资源，释放地方文
化资源的空间存量，引导学生在实践和
体验中感悟与接受真理，彰显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的内涵与价值。三是汇聚师
资力量，狠抓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建强铸魂育人“主力军”，组织大中
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赴“双一
流”高校学习培训，依托“手拉手”集体
备课中心、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发展研
究中心等平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重点难点问题、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规
律研究探讨，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
师“讲信仰”的能力，不断凝聚思想政治
教育育人合力。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评价体系。贵州省严
格遵循教学规律，在“大思政”背景下，
积极打破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壁垒，共同推进以开设“大课堂”、搭建

“大平台”、汇聚“大师资”为目标的贵州
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用好教育评价的“指挥棒”功能，在“破”

“立”之间，统筹推进一体化育人格局。
一是构建一体贯通的评价导向，在大中
小学各学段紧紧围绕“政治认同”“家国
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文化修
养”五大核心素养创设综合评价指标，
形成生涯式一体贯通的评价格局，客观
看待大中小不同学段学生在五大核心
素养培育方面所呈现的发展进度和成
长趋势。二是构建多元参与的评价主
体，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
设过程中，积极倡导教师从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评价中的“宣判者”转变为引导
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参与者”，把评价
活动贯穿于课堂、作用于日常，更加关
注动态性、过程性的一体化评价，以自我评价和同学互评
相结合的形式让学生以主体身份参与到课程评价中来，
引导学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主体。三是构建动态
发展的评价指标，在充分遵循学生认知能力发展规律和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在规律的前提下，立足

“人”的发展，把握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时间节点，锚定
“教学要素”“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三个维度，建立“三位
一体”的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综合评价体系。

（作者单位分别系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

苗族锦鸡舞的溯源

锦鸡舞主要分布于丹寨县的麻鸟、羊
先、也改、党早、甲石、羊巫、也都、党干、南
忙等村寨，方圆约五十平方公里，居住着两
万多人口。传说此地的苗族先民从东方的
大平原迁到一个叫“展坳对社”的地方，后
因洪灾沿江而上，迁徙到这里生存繁衍。
据说祖先们只携带了水牛、谷种和芦笙三
样东西，由于这里都是崇山峻岭，没有田地
播种，他们只得在山腰上开田，以打猎、捞
鱼虾、摘野果等充饥度日。有一天，一位老
祖公上山打猎时，捕到一只锦鸡，准备煮着
吃，在清理锦鸡内脏时，将锦鸡腹内杂物丢
在地里，几天后便长出了小米。第二年，老
祖公又把小米播撒在山腰的田间，长出了
满坡的小米，当地群众因此存活下来，于是
当地群众非常感恩并崇敬锦鸡。从此，舞
者就模仿锦鸡的样子，头戴锦鸡银饰、身穿
仿锦鸡羽毛的手织花带，模仿锦鸡的神态
和动作跳舞。舞蹈和吹奏芦笙密不可分，
舞蹈动作随芦笙曲调的变化而改变，起初
叫芦笙舞，后来逐渐命名为锦鸡舞。

苗族锦鸡舞的主要特征

舞蹈动作特征。锦鸡舞是当地传统节
庆中（“吃新节”“苗年”等）不可或缺的节
目，届时，村里男女老少会集中在芦笙场，
男士吹芦笙在前，女士紧随其后排成一字
长队沿逆时针方向转圈跳舞，舞步以腰部、
膝部的自然摆动为主，腿部动作多、上肢动
作少，步伐随芦笙音乐节奏的变化而改
变。女士头戴高耸的银雀饰品、身穿花衣
系花带、戴手镯，盛装打扮后像美丽的锦
鸡，有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与其他地区的芦
笙舞蹈完全不同。

音乐特征。锦鸡舞音乐以独特的“四
滴水”芦笙（低音、中音、高音和特高音四个
八度音高组成）伴奏为主，能吹奏出低、中、
高、特高等多音混合曲，舞蹈与芦笙融为一
体，动作随芦笙曲调的变化而变化。芦笙
曲调有优美抒情、细腻委婉、活泼轻快、热
烈奔放等多种风格，旋律强，声音响亮，如
同管弦乐队演奏一般，悦耳动听。

舞蹈服饰特征。男士服饰简约质朴，
头部包裹头巾，身穿对襟上衣和长裤，颜色
主要为蓝黑色。女性服饰则相对繁多，色
彩上也更丰富艳丽，上身穿齐腰紧身盛服，
下身穿紧身长裤，长裤外搭配超短百褶裙，
百褶裙前后系长方形花围腰，后围腰外挂
满红、绿、黄、白等颜色的手织花带，花带下
绑有撑裙，从后望去犹如锦鸡的尾巴一样
美丽。此外，头戴银发箍，发髻上插银雀、
银角、银梳等饰品，脚穿翘头绣花布鞋，不
管是衣服、裙子、鞋子，还是饰品，大多由
花、草、虫、锦鸡等图案构成，穿上盛装后的
姑娘宛如一只美丽优雅的锦鸡。

苗族锦鸡舞的文化内涵

锦鸡舞是当地苗族群众日常生活重要
的文化活动，体现了苗族群众的生活方式
和思想观念，是苗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之一，世代“跳”承，成为一本飞舞流动的民
族“史诗”。

山地文化的体现。舞蹈与其所生存
的环境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环境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舞蹈的本体，从
而决定了舞种的起源、发展、功能及形态
等，任何一种舞蹈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
处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特定的
环境条件下，舞种的外部形态、功能、发展
等会受到一定限制，只有适应其所处的生
存环境才能传承发展。锦鸡舞主要以腰
部、膝部的自然摆动为主，其主要律动就
是“颤”，体现在膝关节的张弛、屈伸之中，
呈现出一种自由的韵律之美，舞蹈中“颤”
的律动的形成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密切
相关。麻鸟村群山环绕，地处崇山峻岭之
中，是典型的山之村，呈现出独特的山地
文化。在崇山峻岭、荆棘满布的自然环境
中，当地苗族群众最初的出行方式以步行
为主，人们每天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
时，膝部会自然伸直、弯曲，形成“颤”的律
动，上肢和身体也会自然跟随膝部的律动
而自由摆动。

农耕稻作生活的影响。锦鸡舞的动作
主要集中在脚上，动作有快有慢，踏着地
面、踩着节奏，随音乐的变化而变化，这种

“踩”“踏”的主要特点就是重心往下，脚向
下踩踏的同时紧贴地面，产生一种稳定笃
实的感觉。锦鸡舞发源地麻鸟村地处高山

之中，当地群众开山辟田，以农耕稻作生产
方式为主，村寨中近400亩的层层梯田，就
是当地群众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如今已
成为当地吸引游客的一张旅游名片。人们
在农耕稻作的生产方式中，与田地接触最
多，而在田地中劳作时，为保持身体的稳定
性，脚会自然与地面紧贴，逐渐形成“踩”

“踏”的习惯，这种习惯会影响锦鸡舞的动
作语言。

图腾崇拜的遗存。图腾被认为与某
个氏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一般指某种动
物或植物，它是氏族的起源和祖先，被当
作氏族的保护者，因而受到氏族的崇拜和
敬畏。丹寨县的苗族自称“嘎闹”，锦鸡受
到当地人民的崇拜和敬畏。锦鸡舞跟锦
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舞蹈的起源上
看，由于当地人民感恩锦鸡而模仿锦鸡跳
舞，锦鸡是其心目中的神鸟；从形态上看，
锦鸡舞塑造的形象就是美丽的锦鸡；从舞
蹈动作上看，有模拟锦鸡走路、跳跃、觅
食、玩耍、求偶等动作；从舞蹈服饰上看，
衣服、裙子、鞋子、头饰等大都是锦鸡图
案，这些都体现了当地苗族群众图腾崇拜
的观念。

“天人合一”思想的折射。苗族先民在
从北向南、从东向西的漫长迁徙中，逐渐形
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从苗族“蝴蝶妈
妈”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在苗族先民的观念
中，宇宙是一个整体，万事万物出自同一个
本源，反映了苗族先民把世界万物都看成
是生命的统一体的认识，体现了苗族先民

“世界一体、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
这种思想认识自然会折射到锦鸡舞的

所有事项之中。比如，从动作上看，锦鸡舞
的动作注重对锦鸡的模拟，在表演中，人们
融入自己的感情，所表演的锦鸡也被拟人
化，此时的物与人是融为一体的，这种舞蹈
表现形式体现了当地苗族人民注重人与物
合、人与自然同一的理念。从舞蹈队形上
看，锦鸡舞以“一”字形和圆形为主，而“一”
字形和圆形象征源流相依、和谐统一、团结
稳定，这也体现了当地苗族人民注重万物
和谐统一的思想。从舞蹈伴奏音乐上看，
舞蹈与芦笙密不可分，动作随芦笙曲调的
变化而改变，注重舞蹈与音乐的融合，两者
相辅相成、共为一体，所呈现的文化内涵与
当地人民和谐统一的观念是一致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
纵深推进，锦鸡舞的生存语境有所变化，但
其传统之根、文化之本、民族之魂并没有丢
弃，而是保持其独特的个性，从乡间走向舞
台、飞向世界，受到国内外艺术群体和公众
的喜爱与欣赏。
（作者单位：凯里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推动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内涵式发展；整合各学段育
人资源，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教学研讨；革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构建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评价体系是实现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贵州省坚持整体
统筹、协同推进、系统思维，高质量推进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
育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三重维度
□ 王硕岩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科学回答了关
于民族问题的中国之问与时
代之问，是中国共产党在百
年奋斗的历史实践中凝练而
成的伟大成就。具体而言，
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具体实
际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

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
——以苗族锦鸡舞为例

□ 唐丽香

苗族锦鸡舞产生于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排
调镇，以麻鸟村和羊先村最为
集中，同时分布在也改、党早、
甲石、羊巫、也都等周边村
寨。芦笙与舞蹈互为载体、密
不可分、珠联璧合，祭祖和娱
乐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锦
鸡舞是芦笙舞的一种，因其轻
盈欢快的舞蹈动作、鲜明独特
的锦鸡形象和曲调丰富的“四
滴水”芦笙音乐，与其他地区
的苗族芦笙舞有着明显不同，
经多年打造，已成为丹寨县的
一张亮丽文化名片，2006年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深入挖掘优
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
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增强中
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
严感、荣誉感。

7月21日，黔东南州丹寨县“2024年丹寨非遗系列活动”举行，旨在促进丹寨非遗保护
传承与创新，增进民族团结，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图为丹寨县苗族群众在“2024
年丹寨非遗系列活动”盛装巡演中跳锦鸡舞。 本报特约记者 杨武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