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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影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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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影视是生产、培育、传播并塑造各个民族共同心理的重要载体，也是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机要素，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阵地之一。本

文主要从少数民族影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视角进行分析得出: 少数民族影

视生产、发展、传播、创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并在理论与实践逻辑两

个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体来说，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影视生产、发展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逻辑上的紧密相连与结构逻辑上的相辅相成; 实践上主要表

现其传播、创新在功能逻辑上的相得益彰与选择逻辑上的殊途同归。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影

视生产、发展、传播、创新层面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逻辑，才能促进少数民族

影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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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1］，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2］，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

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学界已做了许多研

究，成果丰硕，归结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定义与内涵来看，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历史实践中形成

与发展的、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社会意识［3］，是

政治、经济、文化和利益方面互相交融形成的认

同感［4］，核心内涵在于“五个认同”［5］。二是从

铸牢路径来看，刘吉昌与金炳镐( 2017 ) 指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构建

民族间共有的精神家园［6］; 刘会柏( 2021 ) 认为

将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与发扬各少数民族优秀的

传统 文 化 相 结 合 是 一 种 可 行 的 路 径［7］; 石 琳

( 2021) 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

节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8］。
综合看来，既有文献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定义和内涵大多达成共识，对于铸牢路

径的研究也在广泛进行中，但应当指出的是铸

牢路径存在多元化、多样性的特征，相对而言当

前的研究仍然十分不足，而少数民族影视既包

含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和思维，具有强大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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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

体。有鉴于此，本文从少数民族影视的内容与

功能出发，分析少数民族影视承载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功能作用，并提出发展

少数民族影视的策略，丰富和发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

考。
一、本质逻辑: 少数民族影视生产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

少数民族影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具体表现形式。影视即电影和电视，其内容

涉及文学、戏剧、音乐和美术等多元艺术的综合

表达。从客观存在形态上看，影视生产的是“有

声有画的活动影像”［9］，以图像和声音技术承载

着带有特殊意义和作用的内容进行表达的艺术

品。少数民族影视即关于少数民族的电影与电

视，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影视，少数民族影视既属

于艺术，又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10］，所以少数民

族影视的生产必然受少数民族特殊文化的浸

染，饱含着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与历史，同时作

为视听工具，可以展现少数民族特有的风土人

情，传递少数民族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精神，引

起观众情感、思维和心理的波动。从内涵与实

现路径观察，少数民族影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有密切的联系: 一是两者都是民族意识的

集合体。少数民族影视承载与凝聚着少数民族

的特有文化与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

个民族的团结互助和民族一体的情感与意识的

结晶，两者都是民族间文化与精神的集合体。
从两者的内涵来看，少数民族影视同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具有契合性，可以说少数民族影视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载体; 二是少

数民族影视的作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

牢路径相通。少数民族影视具有极强的意识导

向功能，可以以视觉和听觉直接影响人们的感

官，以影视思想和内涵触及人们的内心，构建观

众间的共同意识，进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二、结构逻辑: 少数民族影视发展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辅相成

从影视的组成部分来看，少数民族影视发

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表现为显

现层和隐性层两个方面，即由直接感知的画面、

声音等视听元素的显现层和间接感知的政治、
历史、文化及精神等内涵的隐性层。具体来说，

可以从两个维度、八个方面来阐释少数民族影

视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系。
( 一) 显现层维度: 直接感知的影视画面和

声音

1． 场景交叉

画面是影视的最小表意单元，是一个空间

概念，是表现含有一定信息内容的具体、生动的

直观影像［11］。在少数民族影视中，画面呈现着

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场景、生产活动和生存环

境，形成少数民族具有独特美感的影视造型，不

仅展现少数民族的独特民族风格，而且可以连

接不同民族之间的生存环境，使民族间生活场

景交叉。例如，影视作品《库尔班大叔上北京》
交叉了新疆的民族地区风貌和北京的城市风

貌，联接两种地区的特征，表达出不同地区的少

数民族在新中国环境下的发展一致性; 《父母的

城市生活》展现少数民族个体现代城市的风貌

遭遇，交汇民族地区与城市的风貌特征，表达了

各个民族间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
2． 文字交互

文字是人类用具有意义的符号表达信息的

方式和工具，也是文明传承的基本要素和物质

载体。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文字凝结与蕴含着

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历史，是少数民族文化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国有 56 个民族，意味

着中华民族文字种类多样化，随着各民族之间

交融的程度愈发加深，文字交互成为加强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字是影视

中基本元素，少数民族影视以字幕或图像呈现

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字与符号，为民族与民族之

间的文字交互提供场所。譬如，新疆、西藏和延

边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电视台所播放的影视

剧都会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影视进行调

整，将原影视的语言和字幕修改为少数民族的

语言和文字，利于民族间文字交流; 再如，《行走

西藏》《西藏的西藏》《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的

宝藏》等纪录片，呈现了藏族地区的风土人貌和

藏族的文字符号，开拓了中华民族文字文化的

传递与交流空间。
3． 语言交流

语言是人的现实意识，既显现了客观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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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也表达了人的精神世界［12］。少数民族语

言是构成民族的最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少数民

族的独特性最重要的特征，其运用代表着民族

独特的文化与精神传承。作为人类进行沟通的

方式，各民族间进行交融必然需要语言互相接

触，才能聚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视中，语

言是影视的必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更

是成为民族影视的最具特色的影视元素，其呈

现与传播在潜意识中推动民族间的语言交流，

进而加深民族间的语言认同。例如，《真爱》全

篇以维吾尔语作为电影主要语言，诠释不同民

族个体间语言的交融发展; 《滚拉拉的枪》以苗

语作为主要语言，传递了苗族的语言内容和文

化;《额吉》《额吉的奶茶》等影视中以蒙古语和

普通话作为对白语言，促使少数民族语言和国

家通用语言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嵌入。
4． 音乐交映

音乐是传递影视思想的纽带，可以烘托影

视的情感氛围、升华影视内涵，是影视当中不可

缺失的一部分。少数民族音乐主要取材于中国

少数民族音乐，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

造就了具有民族性特征的音乐形态和表达方

式［13］。在少数民族影视中，民族音乐对民族文

化、情感和特征的展现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其

运用加强了民族文化与情感的传播，推动着各

民族间的交融。例如，《五朵金花》( 白) 、《刘三

姐》( 壮) 、《绿洲凯歌》( 维) 、《嘎达梅林》( 蒙) 、
《芦笙恋歌》( 侗) 等影视既传递少数民族的音

乐，呈现少数民族音乐的内容与内涵，展现出音

乐的不分民族、不分群体的心灵共鸣、情感迁

移，还相连了音乐背后的历史文化。
( 二) 隐性层维度: 间接感知的影视思想与

内涵

1． 政治互通

政治是影视最重要的内容，它既影响影视

的核心内涵的形成，又是构建影视内涵的部分

之一。作为影视的种类之一，少数民族影视也

贯穿着政治内容与思想，加上少数民族的独特

性，赋予少数民族影视蕴含的政治内容的特殊

性，并在表现过程中凸显多民族间的政治互通。
例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讲述了汉族与维吾

尔族中国共产党党员共同抗击反动派的故事，

展现了维吾尔族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追求崇

高理想的精神，成为团结两个民族的影视佳话;

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以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

为背景，讲述了土家族和苗族脱贫致富的故事，

表达了作为中华民族成员，共同追求小康的愿

望。
2． 历史互联

人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存在，历

史观深深地制约着我们整个的影视创作［14］。少

数民族影视的创作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

化观，深受少数民族历史背景的影响与启发，并

且影视创造始终置于社会生活中，受当代历史

背景的引导，所以少数民族影视作品形成之初

就凝结着少数民族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

观。电影《东归英雄传》中对藏、蒙的历史发展

进程作出准确的描述，使影片带有厚重的历史

感，表达出少数民族历史是中国发展史的重要

部分; 电影《嘎达梅林》、电视剧《木府风云》《舞

乐传奇》等影视也以少数民族特定时期历史为

题材，促使少数民族历史有迹可循，完成少数民

族与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衔接。
3． 文化互交

少数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影视当中举足轻

重，一方面它影响着少数民族影视中的画面、语
言与文字的运用，是影视视觉内容的来源，另一

方面成为影视内涵的一部分，组成少数民族影

视的影视文化。但构成少数民族影视的文化内

容的不仅仅只有少数民族文化，社会大众文化

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民族影视能够成为聚合各

民族间的生活和文化的介质。例如，电影《乌鲁

木齐的天空》聚焦乌鲁木齐多民族聚集地区，将

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的文化融合其中，

描绘民族文化交融、民族团结的和谐画卷; 电影

《冈仁波齐》《阿拉姜色》聚焦藏族朝圣的民族文

化，并在其中融入家庭、亲情等元素，将民族特

有文化和人类民俗文化巧妙结合; 纪录片《中国

少数民族》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中国地区众多

少数民族的地区风貌、人文思想，实现多种民族

文化的整合。
4． 精神互动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意象化内容。作为

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影视不仅蕴藏着

鲜明的民族精神，同时承担着民族精神的构建

与传输的责任，并在构建与传输过程中达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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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精神互通。例如，电影《红河谷》《悲情布

鲁克》，电视剧《茶马古道》等讲述藏族、蒙古族、
白族、回族、彝族等各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悲壮故

事，表达了少数民族的善良、勇敢的民族优点，

又展现了各族人民共同的不畏强敌、勇于抗争

的精神; 电影《黑骏马》《香巴拉的信使》《碧罗

雪山》和《阿凡提》系列电视剧、电影、动画等展

现了少数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善良、自强不息的

优良传统，挖掘了少数民族群众美好的一面，彰

显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追求美好向往的中华民

族精神。
三、功能逻辑: 少数民族影视传播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得益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包含着各民族认

同的共同心理，其铸牢路径在于对这种社会共

同心理的培育、传播、加深与巩固。少数民族影

视既是一种传播载体，又属于少数民族文化的

范畴，拥有一般影视的传播功能和聚合民族文

化与精神的特殊功能，对于培育、传播、加深和

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 一) 拉近时空功能

影视是时空的艺术，通过融会贯通时间与

空间构建影视中的影像，传输影视内涵与思想。
而人的想象让自然与社会中的事物以一种新的

形态进入人脑，形成影像世界，人在这种关于影

像世界的采集与整理中，经过大脑的加工而形

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精神时空［15］，有利于强化

人的精神世界、形成共同的认知领域。所以，少

数民族影视是以“时空”两个维度传递少数民族

文化，拉近民族间的时空距离，强化内在与外在

的认同。从时间维度看，少数民族影视可以打

破时间的局限，将少数民族过去的发展历程和

现状构建为艺术化影视影像，传达少数民族生

活的美好与真理并长久流传，同时创立虚拟与

真实的连接线，把各个民族之间的过去、现在和

将来的时间进行统一整合，弱化因时间差而造

成民族间的割裂感，放大与强化各个民族间历

史与文化的一体性; 从空间维度看，民族影视用

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技法将民族现实或历史考

察的生活场景组成影视当中的虚拟空间，构建

具有象征意义的影像系统，建立虚拟与现实相

存的空间联系，冲破空间的藩篱，在传递影像的

过程中拉近历史与当下、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空

间距离，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身临其境

的视听效果，达成视界融合的心理状态，使观众

在感知、情感和思想方面获得强烈的参与感、代
入感、认同感。

( 二) 文化传递功能

少数民族影视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蕴含着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同时作为传

媒工具，需要以媒体形式承担文化的传播责任，

有必要对自身的“文化”内容进行合理且有效的

传播。因而，少数民族影视势必传递自身所承

载的少数民族文化，包括时代价值观、婚丧文

化、历 史 文 化、宗 教 文 化、艺 术 文 化 和 民 俗 文

化［16］，以加强民族与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从时

代价值观看，少数民族影视始终结合时代背景，

讴歌少数民族跟随时代主题进行的劳动实践，

传播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民族团结;

从婚丧文化看，民族影视通过传递少数民族特

有的婚丧活动，构建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

凸显民族的特殊元素，加强民族间特殊文化的

互相认识; 从历史文化看，民族影视通过截取特

定的历史，形成有关历史的影视主题线索，传达

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连接民族间的历史; 从宗

教文化看，民族影视通过呈现少数民族宗教的

图腾符号和仪式活动等外在内容，挖掘少数民

族宗教文化内涵，增强少数民族宗教与民族自

身特性的关联，促进民族间宗教文化的互相领

略、尊重; 从艺术文化看，民族影视通过人物服

饰、舞蹈和音乐等元素呈现少数民族的艺术，传

递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使各民族的艺术交融;

从民俗文化看，民族影视依托少数民族的节日、
饮食等特色生产活动，反映少数民族物质化的

生产文化，勾勒出民族的美好生活景象，传达民

族间民俗生活的共性。文化认同是筑牢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17］。少数民族影视可以

传递少数民族文化，发挥文化传递功能，推进民

族文化认同，促使民族文化家园的形成，进而推

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深与牢固。
( 三) 思想教育功能

影视具有教育和娱乐的双重功能，它在给

人们带来审美娱乐的同时，也将影视中的思想

情感和精神内涵进行扩散，让观者在无意识中

接受影 片 的 价 值 观，进 而 实 现 影 视 的 教 化 功

能［18］。同样的，少数民族影视不仅具有娱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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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也具有引导受众思想观念的教育功能，并

且由于自身的独特性使其有着独特的作用，主

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少数民族影视始终

照应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承载着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容，其传播增强了少

数民族和普通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认

同感，提升民族间的团结、家国思想; 第二，少数

民族影视体现着少数民族对国家和自身民族追

求美好发展前景的愿望，表现了少数民族追求

自强不息、发愤图强的崇高信念，引导各民族树

立共同目标取向，构建或巩固民族间的共同理

想; 第三，少数民族影视可以传递少数民族的伦

理道德内涵，有利于各民族间互相领略各民族

的伦理道德内涵，增强各民族间伦理道德观念

的相互尊重，利于民族精神文明的建设; 第四，

少数民族影视通过传递少数民族的智慧、勇敢、
勤劳、真诚和乐观等美德，促使各民族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民族间共同的人本思

想和责任意识，促使各个民族形成积极、乐观、
上进、不断奋斗的态度。尤其是凭借少数民族

影视这个途径加强宣传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理想信念、伦理道德和综合素质等思想内

容，并使它们在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宗教等

生活之中生根落地，实现少数民族影视既能展

现各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善、美，更能塑造各个

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四) 塑造民族集体心理功能

在我国，民族集体心理就是中华民族的共

有心理，是中华各个民族间认知、情绪、情感和

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集合体，且形成该集合

体的影响因素、方法和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少

数民族影视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

体和传播媒介之一，可通过艺术化方法传递少

数民族时代情绪、民族心理和社会情感，影响观

众的感官、记忆、想象和思维，塑造民族集体心

理。一方面，少数民族影视凝聚少数民族的政

治、历史、文化和精神，其产生是少数民族所拥

有的民族内涵与科学技术的集合，本质上是少

数民族历史精神和文化精髓的再造和显现，在

传播过程中凸显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一边促使

少数民族个体认同自身的民族，增加身份的归

属感，将个体融入集体中，增添自身民族的凝聚

力，另一边推动观众对不同民族的政治、历史、

文化和精神的互相认知，共同构建民族间的集

体记忆，增加各民族观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

识、归属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凝聚

性;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影视通过视听艺术将少

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民风内容等外貌和民族气

质、精神等内涵以符号形式呈现给观众，营造民

族相互交融的环境氛围，从视觉和听觉感染观

众的情感和思维，强化少数民族个体对自身民

族认同，以及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
四、选择逻辑: 少数民族影视创新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殊途同归

少数民族影视创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相互影响的，少数民族影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着少数民

族影视的发展。因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语境下，需要政府加强政治和经济支持，少数民

族与民族地区厚植历史文化，开拓民俗文学，创

新生产传播，以推动少数民族影视发展。
( 一) 加强政治领导及经济支持

少数民族影视创新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有重要意义，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我国民族工作范畴，政府应当对少数民族

影视发展给予政治引导和经济帮助。首先，加

强党的领导，协调有关部门分工，提升党对少数

民族影视发展的引领作用，把握少数民族影视

制作与传播的意识形态，明确少数民族影视的

发展方向; 其次，政治引领方面，精准把握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思想路线，把创新发展少数民族影

视放置在铸牢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的重要

位置，提高中央与地方宣传部、广播电视局等管

理部门对民族影视关注度; 再次，加快政策和项

目的实施与出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指导方针进一步贯彻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关于促进云南影视发展若

干政策规定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健全与完善支

持民族影视发展的各项相关政策，并持续开展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之类的文化项目，进

一步推出具有先导性和发展前景的优秀项目，

推动少数民族影视积极发展。在经济支持方

面，政府应深化民族影视和市场的合作，完善市

场合作机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

竞争机制 ［19］，重视企业和社会力量在铸牢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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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的作用，引导积极参与

少数民族影视的发展过程，增加少数民族影视

发展资金来源，同时通过企业兼并重组等资本

运作培育新型企业，并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历

史文化、地区特点和有效资源等内容打造具有

地区特色的影视文化产业，创新少数民族影视

文化产业模式，打牢少数民族影视创新发展的

地基; 此外，政府还必须扩大政府投入文化建设

的资金，调整给予少数民族影视发展的资金比

重，加大政府投入少数民族影视产业建设的资

金规模，为少数民族影视创新提供更多的经济

帮助。
( 二) 厚植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是少数民族影视的画

面、文字、语言、音乐和思想等内容的来源，若要

发展少数民族影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须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行动方针，探寻与

传承历史文化，并结合新的历史时期构建新的

内容，不断厚植自身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少数民

族影视的创新发展打造基底和提供素材。第

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应持续继承历史文化。
从民族地区观察，应设置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目标，加强与

培育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所、博物馆等专

业性机构，推动其深入挖掘与探寻尚未发迹的

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同时注重地区的少数民

族的学校和社区教育，在学习和容纳其他文化

的基础上，加强对该地区文化的守护和传承［20］，

以提供丰富且完整的历史文化内容; 从少数民

族自身观察，需强化语言和文字的使用，注重家

庭教育，加强家庭历史和文化的接替与传承，从

小家的历史文化传承辐射至整个民族、国家的

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以小家助力中华民族这

个“大家”的共同体意识的深化。第二，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需推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创新发

展。首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应坚持科学与

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地看待少数民族历史文

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取其优秀内容，

凝练其精华; 其次，加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同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结合，以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少数民族历史

文化的发展，生产出极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时代价值的历史文化内容，赋予少数民族历史

文化新气象; 最后，正确整合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和外来文化，加强双方的沟通与交流，吸取外来

文化的优秀成分，同时保留少数民族文化的特

质和个性［21］，形成具有创新意义的历史文化内

容，促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保持民族性、先进性

和生命力。通过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少数民族

历史文化，少数民族影视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创

新发展力量，继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不竭的动力。
( 三) 开拓少数民族民俗文学

影视剧本是影视的根基与魂魄，是形成影

视作品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构建影视作品框架、
表达影视思想的核心因素，而少数民族影视的

剧本往往来源于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学，少数民

族民俗文学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影视发展、进而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同体意识的又一要素，发展

少数民族民俗文学凸显必要性。对于政府而

言，应当创造发展民族文学有利条件。首先应

当树立时代观念，精准定位少数民族民俗文学

的社会作用和时代意义，明确民俗文学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的发展目标，塑造

少数民族民俗文学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扮演

的新角色; 其次，建立或完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

的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开发发展民俗文学的

地方项目，提高创作少数民族民俗文学的奖励，

提升文学创作者创作的积极性; 最后，整合与利

用政府与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资源与力量，多

路径、多方式发掘少数民族历史与故事，寻找少

数民族尚未开放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民俗文学

创作提供素材，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新的着力点。对文学创作者个人而言，应

当深入少数民族生活中，回归少数民族传统，切

身体验和感受少数民族的本真，结合时代背景，

深入探讨少数民族文化的时代意涵，重塑和构

建少数民族文化与精神的精髓，并在文学作品

创作中，积极吸取优秀的创作经验和技巧，以提

升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可读性［22］，创造盛载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容器，利于民族间共同

情感与意识的凝聚。
( 四) 创新少数民族影视生产传播

影视生产是决定一部影视好坏的关键，影

视传播决定一部影视传播范围的大小以及观众

的观影意愿，两者结合则决定了一部影视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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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影视思想和内涵，是否被广大观众所接纳，

是否有效发挥影视的社会传播作用。少数民族

影视具有极强的民族性、特殊性，注定了其受众

较少、市场关注度较低，因而创新少数民族影视

的生产与传播十分重要。对于政府来说，应培

育了解并深度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文化和少数

民族文化的影视导演人才。从全国范围看，全

国各地区应当加强导演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导思想，引导导演人

才的人生追求与重大问题互相共振，激发探索

欲望［23］，赋予他们新时代的人文思想、多元化的

文化视野和艺术经验，提升导演的技术水平，使

之成为优质人才资源，以发挥优秀人才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带领作用。对于

影视创造者来说，需加强新技术的使用，将 5G、
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运用至

少数民族影视制作过程，促进科学技术与少数

民族影视作品的结合，改进少数民族影视的制

作水平，提升少数民族影视作品的画面色彩与

特效、影像声音和影视文字的美感，为带来新的

活力，开辟崭新的领域［24］，发挥技术力量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能。对于市场而言，应

优化少数民族影视的传播渠道，深化少数民族

影视与各电视台、影院和网络影视平台的合作，

建立新的影视市场，同时加强与学习强国、短视

频软件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等跨媒体平台的互

动，提高宣传力度，带动少数民族影视的传播力

和影响力，扩大少数民族影视的传播范围，从而

增加少数民族影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

口的数量与广度。
五、结论与讨论

少数民族影视作为文化载体，是少数民族

外在物质和内在精神的集合体，蕴藏着多民族

间场景、文字、语言、文字交互和政治、历史、文

化、精神互通的内涵，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要素; 作为传播媒介，可以广泛传播少数民

族的文化与精神，通过发挥拉近时空、文化传

递、思想教育和塑造民族集体心理的功能，促进

多民族间的交流与相融，进而促使多民族间共

同体意识的巩固。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少数民

族影视是一种铸牢中华共同体意识有效工具与

路径。因此，在当前语境下，全国各地政府应当

加强政治经济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厚植

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文学创造者开拓少数民族

民俗文学，影视创造者创新少数民族影视的生

产与传播，推动少数民族影视的发展，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波助澜”。然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具有整体性、多层次

性、多样性的特征，且需要考虑的要素繁多［25］，

而少数民族影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

系、发展少数民族影视的对策也十分复杂，因而

必须要汇集各方力量，对这两点进行更深入、细
致的探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

多的思路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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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
tent and function of ethnic minority films and tele-
vis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unity con-
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contained in
ethnic minority films and television as well as their
role in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
nese nation． Furthermore，it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ethnic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in order to enrich the research on
foster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
tion an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follow-up
research．

This study holds that，first，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essence logic there appears to be a clos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nic minority film / televi-
sion and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
tion: ethnic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are con-
crete carriers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and their role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path of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other words，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have bee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cond，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 terms of
structure，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the con-
solidation of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mplement each other． Ethnic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include an explicit level of audi-
o-visual elements，such as directly perceived pic-
tures and sounds，and an implicit level of indirectly
perceived connotations，such as politics，history，
culture，and spirit． The two levels share eight as-
pects including scene，text，language，music，poli-
tics，history，culture，and spirit，which are all relat-
ed to the 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rd，in terms of function，ethnic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on-
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em

to be interdependently coherent with each other．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based
on a common psychology of mutual recognition a-
mong all ethnic groups，and the way to consolidate
it lies in the cultivation，spread，deepening，a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this common way of think-
ing． Furthermore，ethnic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
sion possess both the communication function of
general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a special function of
aggregating na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asting the community con-
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research suggest．

Fourth，in terms of choice，ethnic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together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hare the same
destination．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can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as additionally been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Therefore，as for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the gov-
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political and econom-
ic support intending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films and television．

In short，as a cultural carrier，ethnic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a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xter-
nal material and internal spirit of ethnic minorities，
carrying the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
munity consciousness． As a media，it can widely
spread the culture and spirit of ethnic minorities，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
nic groups，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mmon con-
sciousness among ethnic groups． From these two as-
pects，ethnic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are effec-
tive tools and paths to forge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minority film and televis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
nity;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