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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
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徐　 君

　 　 ［摘要］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中最深层次的连接处。 历史上各民

族人民由于战争、商贸等原因流动迁徙，在一些地方形成居住空间上互嵌、生计上互补共生

的多民族聚居区。 各民族个体社会成员在日常实践中通过语言使用、礼尚往来、节庆参与、
婚丧嫁娶、交友等彼此交往与交流，不断打破区隔，增加共同性和认知关联性，在彼此的互

动交融中凝聚共识，建立起跨民族的相互依存与情感依恋关系。 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一民族

人民通过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拟亲关系的建立，实现内部认同与精神文化支撑的合力；
同时，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人民又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华教化的塑造，实现本地文化与中

华文化的合拍共振，从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 本文通过考察各民族日常生活实

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路径。
［关键词］民族；日常生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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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亲关系建立：基于生产与生活互助

村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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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多民族区域地方文化重构与中华教化

（一）地方文化重构：跨族群的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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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 “ ” “ғ ” “
╪ ” Ң ， З Р

Ψ Ђ ↄẴ Άᾍ ϝ ，ӻ
ך、 εжж ε，

ε ⱨ ↄ 。
ԇ ┘жֹוζ ，ӂ
ѡ жֹוεζ ┘， Ά ε 。

┘ Ỉ 、 、 ，ъ ͫ 、
ͫ ͽ ，ͫΥ Ẵ  ל ΅ У

Ѧשּׂ  ， ， ┘Ỉ Җ ，
ж ， φ ε У ͽЎ Ў 

。אַ Ѩ ΨЂ ᾇ， Υ ，
ͫ ж ΅ҖẾ ，ϛ ΅

，ѡ “ ” 。
Њ ↄ

φΨ， Ά ж Р Р

Р ，ђѨъ ךѬ、ѳᵉּמ 、 、
Ϝה 、 כּ ↄ 。
ϛҖ ж  ל， Ҝӗ

、  ， ΅ Җל ͫ ͫ

Җ。 ж Ҝ 、 ᾤ

、Ψ 、 ，ὗᾂ 、 Ҝӗ Ҝ

ӗ ， ԝ Ђ ΅

Ѭמ 。 ΅

΅ ， ᾂ，ӂẹỈ Ά

◒ ͫ ，ъ ↄ 。
ↄ ͫΥ♅ ，◑

Ẵ Ў Ψ 、 ，ϛ
ͫΥ΅Җᵩ щ 。 ͫΥ

，ϛ 。
џ 、 、 ↄ הּ ，΅ ↄ

φ ᾂ ┘ ΅ ↄ

。
（二）中华文化伦理规范从观念到实践

Ψ╞ 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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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Ўε ， ЊΨ╞ ẴЧ ↄ

Ψ， ΅ 、 ，
Υ שּׂ ↄ ה ，ӂ ΐ

З ẴЧ

ↄ ， τ 、 מ Ếת₄、
， ӏ Ὁ ，
Ψ ᾇ Җ Ә 。

Ψ╞ ↄ ΐ

ὗ， Ѩ 《 》 《 》 ，
Ά ͫ ， ͫΥẴ

כּ ♅ מּ Ң 。 Ѝ╧

΅ ，
ͽ ж Ψ╞ ↄ ѳᵉ

Ѧ ，ѡ Әε џ ξ Ψ

╞ Ҝ ẻ 。［９］ Υͫד

， Ψ ，
“ ΐѡ ε ，ᵧжѡ εמ ” “Άжε

， Ϣ ת₄， ， Ẵ ” “ ΅τφ

，ךּ₰ φЇὮъ”“ ，
ж ”“ ， ִ ；

， ִ ” ， “ Ế

Ψ╞ Ҝ ，ъ ᵧ џџ Ҝ”，
ὉҜ Ψ╞ ↄ ѳᵉ ΅

כּ Ỉↄ ͫѳᵉӏ Ỹ。
，Ψ╞ ѹ ，΅с Ὼ ֒

Є， ，₿ Ψ╞

ↄ 、 Җ “ ”。
Ṓ “ͼ ͫ” Ψ╞ ↄ ζ ， ΅

Ψ Ѭ，ѡṒמ
“А Ắ ”ε ， ӗЈ ẹђ Ἢ

， ↄẴ ӏ， ΅

┘ ғ φΨ。 ӂἮ

Җ ῾ ， Җּכᾇ

，ъ הּ Ὁ ，Ѭמ ‒ЂжѨ

װ“ ” Ψ╞ ↄѳᵉ， ϛε ғמѬ

ԝЂẺӏ ， ғᴬ מѬ Άל 

ᾇ Җ Ά φΨ。 ẫשּׂ ΅

┘ Ѭמ ẶắמѬѡּׂש מ

Ѭ， ẻ ζמѬ， џᾨ╧

ӻ װ ，ъ
ͮ εלּ ж

“ ”， ֒ ↄ

Ẻ Ψ╞ↄ 。

ἱ ζ Ξ֜ ͽ

“ ”“ ”ΞΥ ，θ ᾤ ͽ

“ τ” ┴， 、 “
”，ᶰ 、 、 ὗ Ψ ͽ

ԝ “ Ю ” Ӊ， ΅Ѡж ᾇכּ

ↄẴ ӏ 。 θ ж ╧

΅ ΐ “Ψ╞
Әε Ẵ ӏ ΅ Ὁ ，ẹ ↄẴ

ϛ Ὁ ， Њ

ΐ жҢ φΨ Ң ѳᵉ、 Ẵשּׂ

♅ מּ ↄ ……ъ ↄ τͽ

， ΨⱭ ╧ͫ ，ỈↄЊ
Ψ╞ ғ Ψ ↄẴ ♅

Ї ϛ Җ ，ъΨУ Ἢ ͫӏφ

ΆẴ ， Ψ

╞ Ẵ Ỉ  Ὼ。” ［９］

♅ ѡ ṒҜ ε Ψ╞

“ ↄ ” Ẩ ， џ ָ

Җ הּ ，
， ѡжѨ “

、Ϣ 、 ” ， Ψ╞ ↄ

“ 、 、 、 、ת、 ”εζ ，
ѡ“ 、 、 、 、ת、 ”εΌ
，   ָ ┘΅

ғ ṒҜ Ψ╞ ↄỈ ѹ 。
五、现实生活中多民族的交融互动

Р Р Ẻӏ Ψ

Ỉↄ Ϝה ͫ ὗ， ┘Ψ，
Ψ， Р 、 Ρ Ў

Ў  ε Ẻ Ὼ Р

。 ，“ ͫΥ

，΅ мσ ，ж ͫ ，ц Ӝ

Ђᾂж， ᾂж Җ Ӝ， Ў ”。
֒ Ў  У ж ， ͫ ָ

Ỉ ， φ ϛ

Ẵ ӏ Ў Ψ ᾇЂ ͫ 。
（一）从通婚交友看民族融合

жѨ ε Ỹ Р

，ϛҖּא φ Ў 。
Ψ Р Р Р ͫΥζ

ѡּׂש 。
Ѩε Ό ד ◕

， ד ▌ ６０％ ， 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 ／ ０３　 总第 ８９ 期

第

十

四

卷

２０　　　

с אָ “ ”， ２ Υѡͽ
， ͫ φΨ ὗᾂ Υζӏ

◑ 、 、 。
“ Ỹ ， ͫΥẻ

： Ю ， Ю ，
。 φᾤ ͫ 。” ①

“ Ѩ ΅ד φ

， Ố ΅ Ї 。 ，
ắ ， Ѩ ӘΨ 。 ắ

。 Ѩ ║Ἥ

， ϛ ║Ἥ ， ẹђ

Ỹ ͫЗ，ӂ ϛ ，
Ỹ。” ②

♅ ͽ Ẵ ẴΔР

ẻ Ỹ。 כּ （ẹΨ 、
、 、 ὗᾂ▌ ４３．３％、２２．４％１、１０．４％
１０．４％； ５４．４％， ４５．６％）Ψ ７０．２％

ж ，︢ ３．５％΅ ， ２６．３％
，

， ҆ ẳמѬ 。
ӏͽ Υζӏ φ

Җּל   。 “ ̾

䲋瀀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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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РẶ ， ẹ ８２．３％ ԇ

Р ，Ά Ψ ζӏж Җ

Р Ặ ，΅с ẹ ， Р

。
（二）从语言使用与饮食习俗上理解民族融合

“ ， ѡ ᾇ ͽ，
ΞΥ ΞΥ ，ẹΨͫΥ

Ӝͫ Ὁђ ， εђ ，
Υͫפֿ ，Ӝ Ἔ Ђͫ ， ΞΥж

。” ①

， ѡ ᾇ ΅

жѨ Ў שׂ，
、 ᾨ Ϝ ； Ђ ͫ ҍ

。 ᶚ ϛἭω ͫ ，︢ Ђͫ

З ж，ͼͼΞΞ ，
ͽ ΅Ὁ ┘ᾂ，ӂͫҖṿ 、ͫҖ

ṿ ， Ђ Ψ“ Ѩ

ὗмσӜ ， 、ђ ！”
ד ， ͫΥὗᾂ

、 Ẵ ，
ж ， Ά ѨР ，
Ѩͫ ７ жὗᾂε 、 、

、 ϝ ΅ Р ，
、 （ ）、

φ Ὑ 。 Ὁ

בֿ ж ͽ，΅
ж ， Ђ 、
φ ， ᾀ

。
Ẵ ┘， ͫ

Җ אָ ， Ά УΨ Ў 

ͽ 。 Ђ

，ӻжѨ 、 ↄ、
Ẵ ， ͫẴ Ỉ Ά Ἢ

Ὼ ╗。
Ҝ ͽ“ ” ε ѹ

，΅ π הּ ♅ Ψ， Ђ

Ẻ “ ”。 ΅ ΅

Ψ Р Ў ， ẹ ，“
”Ὦ ， Ẩᾇẹђ

Ψ， ΅с Ҝ ，
ẹ ִ， Ếᵲ ，ϛ ε 、
、 。 εζẴ

， “ Ѩ Җ ，
， Ѩ ， φ мσ

ᾂ， ͽ ͫ 。”“ ♅

Җ ，ḏ Җ ͫ ， ♅

ϛҖᵧ 。” ⑥

“ϛҖ
З 、 （ ᾍ ），

Ѩ 。” ⑥Ẻ

Ϝה Ђ “ ”
φ ， ᾂ ┘ὗ。 ♄ ѡ

εζ ϋ， ε ж Җҍ

ζ 。 בֿ

“ ъ ד ， ắ

， Ψ ΅ͫ 。”
ͫΥѡ жֹוεζ Ψ ж

Ἇ ´ Ỹ εẻ

。 ε “ ”  ל ж

ѡ 。כּ   Ὁ Њ

Р ΆἪ 。
六、结语

♅ ͽ Њ Ѕ、 Ɑ ж

  ， Ӌ ͽЎ 、 ͽЎ Ẵ

Ặ 。 Ẵ Ψ Υӏ Җ

הּ ΅Άᾇל， 
Җ ӏ， ӻ 、 、

、Άל Ρ 、Рַא Р Р ΆЎ ，
Ў֒ Ά ֒ Ặ 。 ắ

Ẵ ↄ ЮẶ ，ָӻ
Ỉ Ά ↄ Ὼ ； שׂ

ΨΨ╞ ↄ ，
ↄΆΨ╞ ↄ Ẵ 。 Ψ

Рַא、 Ў ӻ 、ӏ Ў Р

， ָ Ẵ ẨΨ╞ ♅ 、
ה ↄ ѳᵉӏ Ψ， Ψ╞ Ẵ ӏ

。 Ψ Ў Р

΅с Ϝ Ϣ Ὁ “ͫ Ψ

， Р ẃͫӏΨ╞

♅ ” ［２３］   ，ϛ ѡ Ψ╞

Ẵ ӏ Њ ，ӏ 。
З Ψ Җ 、 ↄ

、Ѭמ ε ，΅сӏ ὉΨ╞

Ẵ ӏ ，ϛ џ Ψ╞ Ẵ 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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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注释：
①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徐君在松潘县古道牧

风对张阳奎的访谈。
②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徐君对松潘县进安镇

中江村蔡良秀访谈。
③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２３ 日，蔡良秀一直陪同

调研组在进安镇古城内外社区调查。
④调研统计数据由调研组

访

对

外调陪

ᤆ
④

７月２ᬒ，徐

徐

。④

Ԧ

７月２ᬒ

䃬

࣬

⮱ᢛ

䔈ᒽ

⒅

࣬

 ᱾㩎㩎ԗ㩎ڲ 䄰

䄰

 䃬 䄵

。

∕

ዛⵁ

ᧅ

ᤆ
④

及ᤆ

䄰

➔



调



䄰

䄵

➔



䃬Ꭱ


䮗ᤆ④ ᤆ④

调

。

④④ ᤆ

①

④

ᤆ

④

ᤆ
④

调

-A

��

④

④

①
９�÷



及３ᤆ

④

ᤆ

䄰④

调

年ᤆ

④

ᤆ④调

。

④

④

�z

④


��

④䄰

ᤆ
ᒽ调Ꭱ

ᕷ



ᤆ

④

调

Ꭱ

ᕷ

调同
区

蔡

��

�ô

ሉ

Ԧ

ሉ

Ԧᕷ

௴

�&�w



�ô��

①
３௴ེ
④
及

ᤆ
④

ᤆ

䄰ᒽ调。

�U��

④ᤆ④调

调

谈

，

调 区蔡

调



④

��

④

��

①

④

ᤆ

④

ᤆ

䄰Ꭱ��ᒽ调
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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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Ｘｕ Ｊｕ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６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４， ＮＯ．３， １１－２２， ２０２３ （ＣＮ５１－１７３１ ／ 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９３９１．２０２３．３．０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ｍｏｖ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Ｂ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
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ｉｆｔｓ，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 ｆｕｎｅｒａｌ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ｏｎ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
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ｎｇｐ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ｌｕ⁃
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Ｓｏｎｇｐａ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ａ ｍｕｌｔｉ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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