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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清醒的历史自觉、勇毅的历史主动。从形成发展的时间

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忘本来，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质；立足现实，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面向未来，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形成发展的空间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立足

中国，坚定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又放眼世界，秉持开放包容、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实现中华文化同

世界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从形成发展的本体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守文化建设的本源，在牢固坚守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不断拓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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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蕴蓄于人们代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之

中，是人类信仰、思想、智慧乃至情感和生活的重

要载体，在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推动社会进步的

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形成的关于

文化建设的理论总结和精神、智慧的结晶，这一思

想的形成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清醒的历史自

觉、勇毅的历史主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当代中国、21 世纪的创造性

表达和创新性发展 (1)。从时间向度、空间向度、本

体向度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根基、

动力和支撑，对于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

设文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一、时间向度：从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
全面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根基

从形成发展的时间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着

力澄明了中华文化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的历史

脉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革命文化、再到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历史，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一脉

相承和与时俱进。习近平文化思想不忘本来，深刻

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质；立足现实，持续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向未来，致力于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巩固和拓

展中华文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

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2) 习近平

文化思想在赓续中华文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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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不忘本来：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汲取中华文明的丰厚营

养，阅读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例如，

《史记选》《汉书选》《后汉书选》《三国志》等中国

经典古籍，《离骚》《古诗源》《李白诗选》等中国古

典诗词，《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通史简编》等有

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在地方主政时，习近平

同志在谋划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从中华文明

的深厚历史底蕴中汲取力量推动地方文化建设，突

出强调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1990 年 1 月，

习近平同志在谈闽东文化建设时强调，“一个地区

的文化建设内容很多，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

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1)，提出要通过发展闽东文化，弘扬民族文

化传统，要把握住闽东的闪光之处，宣传和介绍闽

东，提高外界对闽东的了解和信心。2006 年 5 月，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中强调，“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

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

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

发展”(2)，并进一步谈及文化的传统与传承，觉察到

文化的力量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审

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从中华文明 5000 多

年发展史中探究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强调要

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把握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质

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集

社会理想、传统伦理、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的统

一，其形成发展“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

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

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③，其中，儒家思想占据

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2023 年 6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全

面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质。一是连续性特征。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

(1)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2)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 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

第294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④(5)(6)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④，中华文

明的语言文字从未中断，政治实体衔接有序，文化

传统赓续传承，只有深刻把握源远流长的历史连

续性，才能科学理解和把握古代中国、现代中国

和未来中国。二是创新性特征。“中华文明是革故

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5)，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质。从《大学》《周易》等经典彰显的革新品

质，到封建时期对礼法制度的守正创新，再到近代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华

民族坚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创新进取

精神，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

明。三是统一性特征。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

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质。“向内凝聚”

是中华文明矢志不移的追求，以“大一统”理念为

代表的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对推动治世或盛世具

有重要意义。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团结统

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四是包容性特征。中华文明

是由多元文化汇聚而成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具有鲜

明的包容性特质。中华民族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

襟，能够“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

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

体的中华民族”(6)，与外部世界及其文明进行深度交

往、通达适变，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交融中实现自身

发展并绵延不断。五是和平性特征。中华文明始终

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思想理念，和平性是其突

出特质。天下大同、共生并进、交通成和、保合太

和、慎战不战等，是中华文明道德秩序建构遵循的

基本原则；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和

谐，是中华文明追求的理性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

特质，在赓续中实现创新，为在新的历史起点铸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立足现实：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形成和发展的新样态文化。习近平

同志在福建、浙江等地推进地方经济建设的同时，

深刻认识到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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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1989 年 12 月，

习近平同志任职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专门论

及建设好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把科学文化建设贯

穿脱贫致富全过程的重要意义。习近平同志基于历

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指出脱贫致富的实践过

程不仅是改造客观世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而

且是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提出

要“逐步形成与现代生产和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思想

观念、道德品质和生活方式”(1)，尤其要培养适应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增强

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感和自信心。2002 年 
12 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记协第七届理事会和

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讲话中突出强调把握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的重要性，将先进文化的建设提升至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繁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前途命运的高

度。2005 年 7 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

八次全会报告中对建设文化大省提出具体要求和遵

循原则，强调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

思想、本质特征、根本方向、工作方针、重要任

务、基本要求、内在动力及最终目标，提出不断增

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领、加快浙江省文化

大省建设的任务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性、基本内涵及要求

作了系统论述。一是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

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2)，对于夯实国家文

化软实力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时就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明确指出，要弘

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二是系统阐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

(1)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2)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34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5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6)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

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③ 这一重要论述厘清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关系，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之源。三

是重点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文

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的文化

建设历史方位，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④ 的文化建设基本纲领，坚持“二为”方向和

“双百”方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建设

的基本原则，实现中华文化新辉煌、推进强国建设

的文化建设重要目标。

（三）面向未来：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怎样坚持和发

展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回答和解决的重

要问题。1940 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建设的中华民族新国家中“不

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5)，这里的新

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

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破解了中华文化向何处去、

什么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大课题。从党的十二届

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

针的决议》，到党的十五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纲领的基本内涵；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

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6)，到十七届

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

党关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性思考及基本原

则，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直接理论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步入

新阶段，面向未来，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

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回答和解决的重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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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篇课题 (1)。一是强调文化强国建设对民族复兴的

重要意义。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

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强调没有先进文

化的引领、民族精神的增强，一个国家或民族就不

可能真正实现富强。二是着重强调中华文明应推陈

出新、与时俱进。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突出强调中华

文明要与时俱进，注重使中华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

相协调，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

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

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

扬起来”③。三是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

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④，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新文化。上述重要论述标志着党的文化自

觉、文化担当进入新阶段。

二、空间向度：从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发
展中辩证看待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
动 力

从形成发展的空间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正

确看待和处理了中华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西

方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立足中国，坚定文化

自信、走自己的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

直接动力；放眼世界，秉持开放包容、推动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间接

动力。

（一）立足中国：坚定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

点。”(5) 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出发，坚

定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把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1) 郑敬斌 、陈艺璇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 、历史和实践逻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1期。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③(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0、536页。

④⑧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3页。

(6) 田克勤、郑自立：《坚定文化自信的三个基本维度》，《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0期。

强国立于自身基点之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

展的立足点，也是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的路径所依。

1. 文化自信是理解和坚持“走自己的路”的

前提和基础

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孕育

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中国在与其

他文明发生碰撞时始终保持强烈的文化自信，并对

其他文明进行有效的融合发展。近代以来，伴随国

力衰微，文化不自信之声逐渐显现。“其中有两次

大的挑战：一次是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中西文化

优劣之论争，另一次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

初的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这两次挑战的相同之

处在于都着力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关系及孰优孰劣的

问题，不同之处在于，前一次主要发生在国民党执

政时期，结果是‘全盘西化’的论调一度占据上

风；后一次则发生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结果是

马克思主义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历史虚无主义得到

遏制。”(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突出强调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深刻指出：文

化体现的是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坚定文化自信，

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

立性的大问题”(7)，将文化自信置于民族和国运兴衰

的空前高度加以认识，提出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深刻揭示了实现民族复兴

的精神力量源泉。坚定文化自信是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前提和基础。

2. 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

定文化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⑧ 无

论政治发展道路、经济发展道路，还是文化发展道

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中国特

色”的本质在于走自己的路，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和价值观，即不能按照西方发展道路及其价

值观办中国自己的事情。2013 年 8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独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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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

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 各个

民族、国家都是在继承以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

的基础上发展的，决定了其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具

有一定的客观性、现实性，必然要求各个民族和国

家审慎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

从文化传统看，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拥有以儒家文

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由建设一个具有新民主主义

文化的国家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

历史命运看，中国拥有上千年完整、系统的封建制

度，近代因错失工业革命、遭遇外敌入侵，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

择，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从基本国情

看，中国是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方大国，基本国情

具有自身特点。此外，从古今中外历史经验总结角

度看，照搬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

由此可见，在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只能走自己

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

3.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是坚定文化

自信、走自己的路的首要任务

坚定文化自信，源于中华民族绵延 5000 多年

的文明发展史，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

的近 30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70 余年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实践以及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

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

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

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2) 立足当代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坚定文化自

信、走好自己文化发展道路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

标。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相互融通、

彼此成就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中华文明 5000 多

年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50、229-230页。

(2)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95页。

(6)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1页。  

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

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③，“中国式现代化赋予

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

程中，中华文明得以赓续。

（二）放眼世界：秉持开放包容、推动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开放的思想体系，深刻关切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始终坚持以平等、包容、互

鉴的态度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

满生命力”(5)，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习近平

文化思想不断发展。

1. 坚持从平等性原则出发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

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各种文明是各民族历

史探索和开拓的丰厚积累，共同构成世界文明绚丽

多彩的百花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充分尊重世界各民族创造的多样文明，

强调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不能具有

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贬损某一种文明的傲慢与偏见。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

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

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6) 世界上有 2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

历史、不同国情、不同民族、不同习俗孕育了不同

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应理解

不同文明的价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

2. 坚持以包容性态度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交融

中华文明秉持“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道并

行而不相悖”的价值理念，彰显了文明的包容性

特质。中华文明始终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

通过多元文化汇聚化解文化冲突。习近平主席在

与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时指出：“通过古丝

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

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继进入

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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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1)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在谈及推进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时强调，“只要秉持包容精神，

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

谐”(2)，要坚持包容“他者文化”的态度和自信，尊

重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与世界其他文明

交往交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3. 坚持以互鉴性原则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对世界文明的开放胸怀，强调通过推动跨国

界、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

相互了解，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在交流互鉴中择善

而从，无论古代的世界文明，还是现代的欧洲文

明、非洲文明等，要吸收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并将

其与中华文化、现代社会相协调；架设文明互学互

鉴的桥梁，例如，加强政党、民间组织往来，深入

开展科学、文化、卫生等各领域合作，形成多元互

动的文明交流格局。更为重要的是，互鉴不能生搬

硬套、囫囵吞枣，更不能莫衷一是，要结合本国实

际和文明观念创新发展，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习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狭隘文

明观及其主导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模式，用

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文明等级论”，

在开放包容中促进中华文明及人类文明繁荣发展

进步。

（三）实现中国同世界的良性互动，促进外来

文化本土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致力于

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以我为主、为我所

用的实践进程中，不断培育创造和繁荣发展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 科学处理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民

族的又是世界的，二者呈现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中

华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本民族的突出特质，

就其意义而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具有特殊性和

普遍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文化发展中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指出：“强调民族性

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

(1) 《习近平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人民日报》，2019年5月15日。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③④(5)(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0、480、481、481页。

(7)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

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③ 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致力于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建设，不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是

融通古今中外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基于

吸收、对照、升华人类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应然选

择。在解决和优化民族性问题的同时，有能力解决

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

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④，从特殊性问

题中找到普遍性发展规律，为解决人类文化发展面

临的普遍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把握好利用好国外社会科学资源，促进外

来文化本土化

发展文化既要立足国内，又要开门搞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世界所有国家社会科学取

得的积极成果，都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有

益滋养，“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

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5)。例如，“对现代社会科学

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

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6)，

要把握好国外社会科学的优秀资源，坚持洋为中用，

不断推进知识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不能将

国外社会科学资源视为唯一准则，也不能把国外学

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滑入机械论的泥潭，

要对其进行科学分析、辩证吸收。即从中国实际出

发，坚持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实

践中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以“促进外来文化本

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7)，通过融合国外优秀文化资源，推进中华文化

的形式、机制、思路创新，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发展。

3. 把握好利用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推进“两

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的优秀理论资源之一，

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后，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命运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面貌焕然

一新，马克思主义彰显更加深远的影响力、真理

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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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任务。“第二个结合”是

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体

现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阐释了“结合”的前提、结果及重大意

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尤其是价值理念的相互契

合，是其实现有机结合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的深刻“化学反应”，造就了

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

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

‘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

形态”(1)；“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第二个结合’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

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

基”(2)，深化了对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和对文化内涵

的理解。充分把握好利用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不断丰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

及其文化形态，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

论和制度创新，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最大增量。

三、本体向度：从文化建设本源中深度把
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思想理论支撑

从形成发展的本体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始

终坚守文化建设的本源，突出强调文化建设不能丢

掉根本，彰显了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主体性、政治

力量的主体性、人民实践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

自己的精神命脉”③，“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

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④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牢

固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

主体性中筑牢基础理论、领导力量的支撑，不断拓

新和发展文化建设指导思想。

(1)(2)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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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位的根本制度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寻求自身解

放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是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

主义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成为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使中国这

个古老东方大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其科

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

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贯彻和彰显。面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各

种敌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

度的野心仍然存在。“他们选中意识形态领域作为

一个突破口，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

心、争夺群众，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

乱中取胜。”(5) 历史警示我们，“一个政权的瓦解往

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6)，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

其他防线就难以守住。基于严峻形势，坚守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责任和使命。2005 年 7 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

委第十一届八次全会上的报告中，总结建设文化大

省经验启示的第一条即：“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7)，明

确提出文化建设要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之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作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首要

制度提出，全面阐释了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提出

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把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持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牢固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先后

召开文艺工作会议、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不断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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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 (1)，正本清源，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鲜明反对、

抵制、廓清各种错误观点，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基本原则，推动文化领域巩固向上向好态势。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关党和国家

前途命运。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多种多样

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如何使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及其价值观念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是党必须要解决

好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突

出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文化领导权，掌握文化

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充分体现了党

对文化地位作用认识的升华。其一，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的政治保

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文化自

觉，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任务，

团结带领人民发展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能够凝聚全社会意志和力量，逐渐

建构起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能够反映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体系，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坚

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揭示了文化建设的领导主体，是

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高原则。其二，加强中

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首要的是坚持党

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

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从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把“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作为

“九个坚持”之首，到 2023 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

导”作为“十四个强调”之首，再到习近平总书记

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将“加强党对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作为“七个着力”的首

要政治任务，表明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

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 (2)。其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关键要落实各

级党委、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主体责任。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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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多次强调，文化建设要落实政治责任，“各级

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宣传思想工作

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③，要分析研判和统筹指

导宣传思想领域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战略任务，“所

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

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④，站稳政

治立场，坚守正确政治方向，坚定宣传好党的基本

理论、路线方针、重大工作部署、重大形势分析，

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宣传思想领域时刻

保持斗争精神，履行好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做到

爱党护党为党，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

（三）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强

国建设的重大命题，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根本出发点。主体性属于哲学范畴，主要指人

们（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与对象（客体）形成的

关系，突出强调实践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文

化建设的主体性体现为“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

我”，文化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总

书记突出强调一个民族坚守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意

义，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

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

的主体性”(5)，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由古发展至今

未曾间断，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文化主体性，

能够实现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使中

华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其一，文化建设的主体

深刻体现了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的主

体是中国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过程中，在继续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

的基础上，着重强调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

民的价值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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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和落脚点。其二，文化建设的内涵深刻体现

了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深厚

底蕴，融汇儒、释、道、法、墨等百家思想，彰

显了中华文化的本质；党带领人民在革命过程中形

成的包括革命精神、革命成就、革命语言等革命

文化，彰显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基因特色；新时代，

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对其进行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吸收借鉴了人类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在赓续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中推进自身发展，彰显了文化自我发展、自

我更新的能动性、主动性 (1)。其三，文化建设的路

径深刻体现了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两

个结合”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一思想是文化主体性最集中、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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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

文化建设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是历史

发展过程，要注重从生成性、过程性视域审视

文化的形成发展，总结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文化

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真理性与价值性、传承性

与创造性等辩证关系，有力推进了中华文化的本土

化与时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

彰显强大伟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

化建设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科学指引，

在时间向度、空间向度和本体向度深耕中华文化发

展的内在特点和独有规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谱写好文化建设的当代

华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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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demonstrated the CPC’s clear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courageous historical initiative. From the temporal dimens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sticks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s， deeply grasps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ased on reality， it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acing the future， it commits us to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country 
and build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spatial dimens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not only 
based on China’s social reality， but also upholds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world civilizations， and strives to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s 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ontology dimens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lways adheres to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onstantly expands 
and develops by firmly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Marxism’s guiding position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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