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归心——“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导读第一讲 

精彩发言集锦（之一） 

7 月 22 日晚，“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读书”活动的第三

单元读书会在线上举行。本次线上导读活动由国家图书馆徐

燕主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中华文化教研

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李勇刚对《天下归心——“大一

统”国家的历史脉络》一书的部分章节进行导读。活动开始

之初，主持人对此次导读专家进行介绍，受到读者的热情欢

迎。 

随后李教授对本书的写作背景、导读计划、导读方式等

做简要介绍。导读环节，李教授通过 PPT、音频、文稿相结

合的方式重点导读了本书的引言、第一章至第二章的第四节

内容。集中讨论环节群内读者纷纷分享了读书心得，并就会

前设置的五个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宗性：谢谢李老师！既有纸质书可阅读，又有音频

导读，还有 PPT参考，真的是文化盛宴，跟学中受益匪浅！“大一统”

的认知、践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天下归心”的那个“心”。

李老师在尊著中概括的“文明内核”的“看法”“想法”“活法”，非

常有启发。“看法”“想法”“活法”正好可以诠释出“大一统”从“源”

到“流”的历史脉络。受教了！谢谢！您在第一章中特别分析西方之

“分”与中国之“合”，非常值得深思，也回答了中华民族“大一统”

观念的世界文明价值！ 



全国政协委员郭媛媛：谢谢李老师！大一统是我们既有的历史、

文化选择与传统，是我们的理念、思想、哲学创建和经验，也是我们

的政治、社会实践智慧及本身。 

全国政协委员罗宗毅：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是凝聚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大一统”是一种向心力，是一

种回归的力量”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正如陈跃先生所说：“从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可见，虽然不同时期

内涵有所偏重，但是实现政治统一、疆域统一的含义是明确的。”中

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

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加强中华民族大

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

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

着眼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对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阐释，广泛开展祖国观、

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教育，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北京市政协邢力：拜读李老师的书认为大一统”思想的主要意义

并非是作为一种实际状态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理念长期影响着中华民

族的国家建设思维。作为一种“状态”或“制度”，“大一统”是断断

续续的；而作为一种“理念”，“大一统”却从未中断或破碎过。 

初看“大一统”，很多人会单纯地认为是地域上的统一，国家统

一，领土完整。但深入了解会认识到大一统本质则是在国家政治上的



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高度统一。 

“大一统”思想，早在黄帝时代就开始形成，但深入人心更多是

通过秦始皇统一中国得以加强与根固。 

与西方文明相比，除了罗马帝国实现了五百年的统一，其余时间

西方的格局基本都是分裂或分散的，很难形成大一统的政治事实，所

以在西方人概念中更多凸显个人主义而非大一统体现的集体主义；大

一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使上下同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成为

必然。 

“大一统”令“不可能”成为可能，中国万里长城—是人类文明

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延续不断修筑了 2000 多年，其工程之

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亦是民族大一统的象征；成昆铁

路—修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成昆铁路成为开展大三线建设打通西南

经济命脉的关键，铁路穿越峡谷高山森林，地质复杂，地势险峻，物

资匮乏……共动用 40 万人，历时 12 年，牺牲 2000 多铁道兵才修建

成功，与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和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共同被评

为“象征 20 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2020 年湖北武汉疫情肆虐、急需专门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紧急

时刻，10 天建成武汉火神山医院、12 天建成雷神山医院。在被称为

“中国速度”“世界奇迹”的背后，凝聚着“听党召唤、不畏艰险、

团结奋斗、使命必达”的大一统精神；全面脱贫—2021年 2月 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 年来，

近 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虽遭遇疫情影响，依然如期



完成脱贫目标任务，提前 10年完成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减贫目标。 

中华民族在不侵略不抢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实现民族统一

和伟大复兴，我觉得“大一统”凸显的不仅是大国实力，大国智慧，

大国格局，亦是民族更加凝聚与得以强大与传承的核心。 

台盟陈宁：李教授，我有一个初步的，也不成熟的体会。之所以

在中华大地会逐步形成“大一统”的“历史基因（我个人暂且这样说

吧）”原因除了您今天提到地理地貌原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远远优于周边的游牧文

明，因而产生极大的向心力；其次，先秦时的“商鞅变法”成果使得

当初秦国强大到在当时各诸侯中呈压倒性优势，其书同文、车同轨，

统一度量衡为今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废分封，

设郡县对后世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史证明，强化“中

央集权”而弱化诸侯封地治权是“大一统”的有效保证；第三，对世

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民族观念更广泛，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广

义的民族概念，而很多国家直到如今是狭义的民族观；第四，中国是

多神概念，这远比单一宗教更具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