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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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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

总结，既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

的有机统一。明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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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总结，既

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

局上的部署和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标志着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

高度，表明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

统一、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历史

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

的有机统一。明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有

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基本内涵、实践要求的

认识，充分发挥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导作用。

一、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

如何处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是每个

国家、民族探讨文化发展问题时都无法回避的课

题，既反映了文化主体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又体现了文化主体以何种形式超越传统、形成新的

文化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强调继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从不同维度总结和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又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立足新时代的条件、特点和要求

进行文化创新，彰显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

统一。

（一）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当

代价值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也是文明积累的基础。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后

人的文化创造只能在前人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展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含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

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发展

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

割断了精神命脉。”(1) 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比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

历史发展、文明进步过程中所处的核心位置。在中

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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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凝结

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核，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实

践中发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每

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

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1)。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

化根基，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脉”所在。

（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多个维度总

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内核，展现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文化

素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

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2) 通

过两个“讲清楚”，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髓，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

合”提供思想资源。

在地方主政时，习近平同志高度注重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例如，引用“民为邦

本，本固邦宁”“为官先修德”“尚贤者，政之本

也”“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等典型表达，论

述以民为本、为政以德、选贤任能、清正廉洁等原

则和要求。主持中央工作后，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

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探寻治国安邦

之道。例如，用“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比喻从

根本上整顿、从源头上清理腐败现象；用“海晏河

清、朗朗乾坤”描绘清朗的政治生态。又如，结合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革故鼎新精神，阐释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底蕴；提炼大同理

想、和平理念、和合共生等思想精华，作为和平发

展道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

撑。再如，在论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时，强调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3) 的

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

化资源；在阐释“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实践要

求时，从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四个方

(1)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2)(3)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164、161页。

④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⑤⑧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1、1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总结。习近平总

书记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三）确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法

继承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实

现古为今用，需要正确的方法指导。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

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

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④。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进行了阐释。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

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努力实现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

化相融相通”⑤。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方法的升华。1940 年，毛泽东同志在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

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⑥，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待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

扬弃的方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表达，

既指出了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又

突出了主动意识、积极作为和创造能力。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第二个结

合”的方法，突出了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如何进行选择需

要坐标和参照，这个坐标和参照只能是时代特点和

时代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

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

协调”⑦。只有适应时代特点、时代诉求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才能实现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

合，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诠释

“两个结合”的基本要求时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

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⑧。“贯

通”“融通”揭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具体途径，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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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

创新。”(1) 传承是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创新

才能激发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文化传承是文化

创新的前提，文化创新彰显文化传承的价值，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

新的有机统一。

二、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文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从广义上讲，文化泛

指基于人类实践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

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狭义上讲，文化专

指精神文明成果，是相对政治、经济而言的精神活

动及其产品，包括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

范、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文化作为一种社会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具有鲜

明的阶级性。文化关系国家、政党的价值导向，巩

固文化主体性关系国家、政党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发

展走向。同时，文化依托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实践，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

需求，必须尊重文化多样性，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

有机统一。

（一）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定位

关于文化主体性，从文化内涵看，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文化具有的内在质的规定性，是形成

文化独特性质的内在根据；从文化发展看，主要表

现为文化发展的自主性、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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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

基本条件，缺乏主体性的文化，难有生命力和发展

前景，甚至可能被其他文化替代。有了文化主体

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

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

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

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

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④。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

生成的基础，也是实现政党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

认同的文化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1)⑤⑥⑧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1、482、147、15页。

(2) 包俊洪：《巩固文化主体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31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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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161页。

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

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⑤

文化主体性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条

件，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利于文化主体性

的确立。

（二）文化主体性建立和巩固的内在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主体性建立和巩固的内在

要求、内在规律出发，提出建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

的内在方法：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201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

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确立为根本制度，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是确立

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生动诠

释，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又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深化了对共产

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是尊重人民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

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

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 13 亿人的每一

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⑦。这

是对人民文化主体地位的确认，人民是文化的创造

主体，也是文化继承、文化传播的主体。党的二十

大报告在阐释“两个结合”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

通起来”⑧，这是对人民在“两个结合”过程中主体

地位的尊重。

三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和

主导权。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是国

家实力的表征，也是文化自信的支撑。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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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要求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

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1)。这是确立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

求，也是确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途径。其中，自主

知识体系的建立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

（三）倡导和尊重文化多样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倡

导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构成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强调文化

在时间上的跨越、空间上的覆盖和内容上的多元，

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

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2)。这一论断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成及价值，阐明了三种

文化形态并存的缘由。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不同层面

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

践中形成的，各具内涵、特点和功能。

二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多样性。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依托文化建设，最

直观的判断依据在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程

度。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内容

广泛、形式各异、涵盖面广，是文化多样性的体

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并对繁荣发展文

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大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等

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蕴含文化多样性的理念。

三是满足人民多样性的文化需求。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1)(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22、349页。

(3)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5-36、290页。

⑤ 陈金龙：《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的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

的根本价值所在”④。人民的文化需要是多方面的，

由于生活阅历、文化水平、审美情趣不同，人民对

文化的需要呈现差异化、多样化的态势，由此决定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性。

三、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

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历史自信是

历史主体对民族、国家、政党历史的信心和信念。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历史自信，主要指对中国共

产党历史的自信，同时，包含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

自信。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民族、国家的文化创

造、文化积累、文化发展前景的信心和信念，习近平 
文化思想蕴含的文化自信主要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⑤。历

史自信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基础，坚定文化自信能够

强化历史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历史自信与文化

自信的有机统一。

（一）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

自信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历史自信首先体现在对

中华民族历史的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尊重、敬畏历史和学习、研

究历史。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

时强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提

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结合；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在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首次把“中华民

族发展史”同“四史”并提，从“三史”“四史”

到“五史”的演进，是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自觉不断

提升、历史自信不断增强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

中华民族历史的自信，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民族历史

成就、文明积淀、发展前景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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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

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

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力量。”(1) 这一论断蕴含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

文明积淀和未来前景的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结合建党百年的重要历

史节点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强调“用党的奋

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

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彰显了

学习党史的作用，诠释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自

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

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3) 党的历史自信

以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为生成基础，以党的百年

奋斗精神为重要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定

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④，凸显了坚定历史自信

对增强历史主动的重要作用。

（二）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并提，形成“四个自信”的原创性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从大历史观出发，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性提出“文

化自信”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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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们说要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⑤ 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多次强调文化对于民族复兴、国家繁荣、个人发

展的深层意义，用“灵魂”“基因”“根基”“命脉”

等词语强调文化的极端重要性，进而揭示文化自信

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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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2016 年 6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

(1)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

第23期。

(2)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3页。

④⑤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479、536页。

⑦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8、349页。

⑧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⑨ 陈金龙：《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自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9期。

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首次

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

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⑦。由此，确立

了“四个自信”的表达。

（三）概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确立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中华

文明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

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

的宝藏”⑧，这是对中华文明价值的定位。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连续性、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这一概

括既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认识实现

了系统化理论建构，为把握中华文明提供了方法论

指引，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

自 信 ⑨。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文化使命，正式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

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

文明现代样态的塑造，既延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

忆，又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时代风貌。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目标的确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

文明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文明使命和文明担当。 

四、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一方面着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另一方面，主张文

明的交流互鉴，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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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是民族立

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

（一）文化本身蕴含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

的、也是世界的。在论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

点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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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民族的越

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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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辩证发展的观点，诠释了文

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

世界的，一个民族如果忽视、摒弃、糟蹋、背叛自

己的历史文化，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如

果与世界隔离，也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民族性并

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门造车，世界性也不意味着

全盘吸收、生搬硬套。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

是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

是如何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根植本国、本民

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

叶茂。”(2)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

出“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现代化，要适应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要求；外来

文化本土化，要结合本民族历史积累和本国具体实

际，这是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表达。

（二）立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文化担当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

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 无论阐释文化软实力的

内涵价值、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还是提出坚

定文化自信的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

标，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任务为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曾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

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④ 形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0、15页。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④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160-162页。

⑥⑦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容文化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作用，

强调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

文化软实力时，既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

力，又主张塑造我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提高国际

话语权 ⑤。这些都是基于民族立场的文化表达。

（三）开阔的全球视野和国际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同时，致力于探讨人类文明发展问题，在阐释

文化交流互鉴时，既以尊重历史为基本出发点，又

时刻展现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

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

新的生命力 ⑥。中华文明是在交流互鉴、开放包容

的传统中形成发展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意味着秉持尊重的基本态度，坚持发扬平等、

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以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存消除文明隔

阂、化解文明冲突、超越文明优越。这种理性思辨

的态度、兼收并蓄的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

同时，基于文化的双向交流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总结中国经验、表达中国主张，构建中国话语体

系，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展现历史文化底蕴，这是

在国际视野下思考增强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理

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

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⑦

因此，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传播

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是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回应国际关注的重要基础。

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对世界文明

进步的深度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格局中谋划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同时，提出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重大命题，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文

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

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实践支撑，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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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02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以“四个共同

倡导”为主要内容发出全球文明倡议，即“共同倡

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

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体现了中国文化开放

包容、求同存异、和平发展的文明观。长期以来，

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文化价值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和

国际体系塑造，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高度的人类关

怀、开阔的国际视野，对“文明冲突论”“文明隔

阂论”“文明优越论”等思潮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

(1)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 10月9日。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中

国的大国形象、中华民族的文明担当和中国共产党

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

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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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是其能够科学指导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实践，赢得人民群众认可和国际社

会认同的内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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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summar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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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ssues in building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cating the practical path to this goal. Xi Ji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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