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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在党的宣

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坚持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守“根”“魂”，又兼容并包，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的精神品格，而且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同时，吸收了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从历史逻辑看，习近平 

文化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脉相承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沿革，接续发展于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创新形成于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思想观点与战略部署的双项提升。从

实践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的原理指引，聚焦首要政治任务、锚定文化建设新方

向、牢牢遵循基本原则、系统把握重点内容、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为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科

学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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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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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在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23 年 10 月，全国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领域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首次提出 
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

深、立意深远，涵盖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从理

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方面深入剖析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逻辑架构，有助于从整体上形成对这一思

想的科学认识和系统把握，为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注入强劲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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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逻辑：既坚
守“根”“魂”，又兼容并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

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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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根脉。”(1)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重大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既在坚持马克思

主义魂脉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精神品格

的继承，又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实现了

对中华文化精髓要义的汲取，还在文明交流互鉴中

实现了对世界其他文化有益成果的选择性吸收，内

在蕴含既坚守“根”“魂”，又兼容并包的理论逻

辑，更好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中继承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的精神品格

“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

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

系。”(2) 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话语体

系，马克思主义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

想等，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和行动指

南，是需要长期坚持的魂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践性、人民

性、开放性的精神品格，不断充盈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鲜明特征。

1.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的实践性，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引入实践概念，认为“全部社会生

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解决了真理

的判断标准、世界第一性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基于

实践孕育的文化理论坚持实践第一性，强调实践对

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践的观点引领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彻底粉碎了寄托于观念的主观

唯心主义文化观和寄托于宗教神学的客观唯心主义

文化观，使文化进入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习近平文

化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性，以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引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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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要

求，科学把握了“体”“用”的辩证关系。

(1)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3)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287、519页。

⑦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2.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的人民性，是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⑤，

主张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和物质财

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文化生产的主体和精神财

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于历史唯物主

义框架，以“现实的个人”为理论基点 ⑥，强调人

民群众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主体，体现了鲜明的人民

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人民群众是精神文化创

造主体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出在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过程中要

“坚持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的具体主张 ⑦，根植人民又服务人民，把人

民放在文化发展的最高位置，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大关切。

3.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的开放性，是不断展开、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

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

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⑧。恩格斯

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

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⑨ 马克思主义作为开

放的理论，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

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点，

作为历史的产物，强调文化理论是与时俱进和不断

发展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的开放性，于科学理论和历史文化的继承中博采

众长、于文明交流互鉴中学贯中西，以平视的眼光

对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开放的姿

态、宽广的胸怀，虚心学习、积极借鉴世界其他思

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具有不断展开、与时俱进的

鲜明特征。

（二）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汲取中

华文化的精髓要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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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1)，是中华文化精髓要义的集中展现，其中蕴含

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

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

修睦、亲仁善邻”等精神内容 (2)，不仅与科学社会

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而且为习近平文化思想

提供民族性理论资源。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本质价值的前提下汲取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主要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

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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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命脉。习近平文化思想深

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将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命脉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将中华文化的精髓

要义科学运用于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

族的突出优势”⑤，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

要底蕴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的角度

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

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

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

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

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

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

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⑥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营养，总结我国历史传统中的治国理政智

慧，使“为政以德、厚德载物、民为邦本、天下为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85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1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

⑥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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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⑦⑧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

公”等传统观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

焕发生机活力。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两创”方针的基础上汲取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

“两创”方针作为方法指引，是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基因精髓的关键。一方面，习近平

文化思想在创造性转化中汲取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

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

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⑦ 习近平 
文化思想锚定“两创”方针的出发点，从创造性转

化入手，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秉持有鉴别地

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的总体原则，增加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内涵，丰富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使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

实现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接着讲”。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创新性发展中汲

取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

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⑧“创新性发展”既回

答了创新什么的问题，又回答了如何创新的问题，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落脚点。习近平文

化思想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赓续，以古

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按照新的时代要求和特

点形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以新时代的新内涵

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意蕴，使中华文化精

髓要义实现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新讲”。

（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吸收世界其他文化的

有益成果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

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

的重要动力。”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注重发挥文

明交流互鉴在发展新时代文化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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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助益。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明交流互鉴的正确

态度吸收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平等包容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作用，强调

平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突出包容精神对实现文

明和谐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

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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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有选择地吸收世界其他文化有益成

果时，秉承平等包容的正确态度，在文明交流互鉴中

摒弃文明的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在尊重差异中加深

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认同，在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

文化的长处和精华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本国本民族思

想文化的自尊、自信和自立。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明交流互鉴的

实践行动吸收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意

义，多次开展文明对话的具体实践。例如，2019
年 5 月，召开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

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21 年 10 月，

召开以“增进文明对话、共塑亚洲未来”为主题的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2023 年 7 月 3 日，召开

以“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携手绘就现代化新图景”

为主题的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

学家大会，等等。不同主题的文明对话承载相同的

美好愿景，展现了中国作为文明对话推动者和践行

者的责任担当。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逻辑：在继
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

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

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

下、面向未来。”(3) 历史作为最好的教科书，能够为

当下和未来提供有效借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发展文化事业的过去、当下、未来的有机统一，内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9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260页。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38页。

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69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蕴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历史逻辑。 
（一）一脉相承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百年

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沿革内蕴先进

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对文化规

律的正确把握，整体上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

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

发展演变。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形态的新时代成果，汲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养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对党的百年文化思想的高度凝炼与有效拓展。

1. 一脉相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的文化建设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这一时期

厘清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定位、革命文艺正

确发展等问题。其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

涵和定位，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

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④，新文化

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

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⑤。毛泽东同志在正确把握

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

文化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本特点。其二，关

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毛泽东同志认为，文化的

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

队”⑥，阐明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

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明晰了“我

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以及如何去服务等问题”，对

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习近平

文化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新时代发展的最

新成果，注重发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文化发

展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正确方向，与党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一脉相承。

2. 一脉相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

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预测：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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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科学理解和处理文化

继承问题上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发

展方针 (2)，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发展

方略并进行专门论述，指出“双百”方针“是促进

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的方针”(3)。“双百”方针繁荣了社会主义改

造完成后的文化发展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提供了重要指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等文化方针政策为习近平文化思

想更好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

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科学运用于新时代文化

发展实践，在新时代接续焕发活力和生命力。

3. 一脉相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

现转移。在这一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

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时代新篇章。以邓小

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在加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

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④，

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视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

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⑤。以江泽

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倡议，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先进

文化作出全面阐释，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

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⑥，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得以明确。以胡锦涛

(1)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3页。

(2)(3)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58、15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⑤⑥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7、29页。

⑦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

⑧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⑨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⑪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4页。

⑫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

日报》，2013年8月21日。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社会转型期文

化发展的时代挑战，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和“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命题 ⑦，强调“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体现”⑧，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 ⑨，

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吸收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文化

发展的新时代实际，在一脉相承中实现了中国共产

党文化思想的新发展。

（二）接续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

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

形成起来的。”⑩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不断展开、开放

式的思想体系，一方面，科学认识国内文化发展的

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准确把握国际文化激荡的时

代趋势，在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发展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的过程中实现接续发展。

1. 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认识国内文化发展的

现实问题，在回答文化层面中国之问的过程中实

现接续发展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

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⑪ 习近平

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

论总结，是引领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正确思想指

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进入新的历史

方位，文化繁荣发展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针对国

内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秉持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巨大的使命担当，提出

并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⑫，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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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意见》；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内核，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

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印发《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两创”

方针，通过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变

革性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回答文化层面中

国之问的过程中不断趋向真理性认识，为更好发挥

正确思想的指引作用奠定基础。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国际文化激荡的

时代趋势，在回答文化层面世界之问的过程中实

现接续发展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加深、意识形态领域硝烟弥

漫、思潮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的背景下，文化霸

权主义、“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长期在思

想文化领域产生消极影响，话语权层面的“西强

我弱”格局未得到根本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

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认

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对文化发展的战略性

问题作出系统部署，通过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精神力量，注

重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高，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不断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这一

过程中实现接续发展，为我国在波诡云谲、风云变

幻的国际形势中行稳致远提供文化支撑。

（三）创新形成于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思想观

点与战略部署的双项提升

习近平文化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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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2)，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

设的集体智慧，涵盖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

建设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独创性、开创

性的重大理论观点，不仅满足了新时代党领导文化

建设的实践需要，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的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

(1)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29日。

(2)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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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集成新时代文化建设思

想观点的过程中得以创新形成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

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对文化理论的发展提出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积极发挥文化传承者、

建设者的作用，注重文化理论的与时俱进。例如，

提出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四个自信”，提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方针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并将其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

二个结合”，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等，上述思

想观点之丰富、之密集前所未有。习近平文化思想

正是在实现思想观点集成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充盈、

创新形成，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文化篇的形态跃升实现理论升华。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整合新时代文化建设战

略部署的过程中得以创新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对党的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等逐一进行谋划和部

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从 2018 年 8 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九个

坚持”，到 2023 年 6 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提出

“十四个强调”，再到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会议提出“七个着力”，新时代文化工作布

局的部署要求随着时代和实践的推进不断发展，体

现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

握、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

结。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系统性整合上述战略部

署的过程中得以创新形成。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逻辑：实践
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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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最新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伟大实

践中铺展开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

化强国、怎样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

重大时代课题，在回答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实践课题

中产生新思想新认识，又以新思想新认识接续部署

新征程的文化发展实践，整体聚焦首要政治任务、

锚定文化建设新方向、牢牢遵循基本原则、系统把

握重点内容、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为接续做好党的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行动指南。

（一）聚焦首要政治任务，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

步。”(1)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

党、教育人民，使这一思想的理论伟力更好转化为

实践伟力。首先，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

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文化事业发展，统一思想、统

一意志、统一行动。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要坚持这一创新理论在党的文化事业布局中的

引领地位，发挥党的文化创新理论在持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

习教育、研究阐释、宣传普及等制度机制。一是健

全学习教育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学习型政党，要

紧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教育，通过主题教育、

集中培训等学习教育形式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二是健全研究阐释机

制。要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重大意义、发展脉络、鲜明特征等重要内容，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面系统深入认识习近平文

化思想，以理论研究的透彻性增强理论教育的说服

力和理论武装的有效性。三是健全宣传普及机制。

宣传普及是使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

重要手段。要建立健全面向全党、面向基层、面向

群众的文化理论宣传普及体系，通过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话语表达方式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文

(1)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2)(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

2023年6月3日。

④  《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人民观点） ——“两个结合”的实践逻辑》，《人民日报》，2023年7月24日。

化创新理论和文化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在宣传普

及过程中使党的文化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锚定文化建设新方向，更好担负起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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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新征

程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新目标、新方向，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实践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新的起点要锚定文

化建设新方向，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首先，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刻体会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

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 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必须以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为前

提。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赓续中华文明的新时代典

范，强调中华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的重要地位，在系统总结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基础上，明确

了中华文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进一

步深化了对中华文明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底

蕴支撑的重要认识。其次，坚持“两个结合”，激

发了科学理论和传统智慧的整体合力。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

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

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④“两个结合”

提供了在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秘钥。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持

“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激发了科学理论和传统智慧

的整体合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让马克思主义成为

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不断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在作为科学理

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体现传统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双重助力下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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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牢牢遵循基本原则，坚定文化自信、秉

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开创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整体遵循坚定文化自信、秉持

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第一，坚定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

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体现了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认同和高度肯

定。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在新时代的文化发展实践

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坚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动性和自

主性、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

提升为中国理论，以文化自信提振全民族精神气

质，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第二，秉持开放包

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

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

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

怀。”(2) 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吸收了中华文明的包容

性，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

文明冲突，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的过程中积极广泛开展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

的文化交流，积极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拓展文化

发展的世界眼光。第三，坚持守正创新。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

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3) 习近平文化

思想准确把握守正和创新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坚

持守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

导，守住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

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坚持创新，在文化发展过

程中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方针，不断提

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党的

文化理论创新引领时代、展望未来。

（四）系统把握重点内容，统筹推进新时代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七个着力”

202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七个着力”，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当前和未来党的文

化建设工作的具体部署，需要系统把握、统筹推

进。首先，在系统把握的基础上树立对“七个着

力”的正确认识。“七个着力”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深刻

把握，“七个着力”内外相系、彼此贯通，具有深

刻的理论思想性和实践指引性。要将“七个着力”

作为重大战略任务狠抓落实，充分发挥“七个着

力”作为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总抓手”

的重要作用。其次，在统筹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过程中发挥“七个着力”的实践伟力。“七个着

力”是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的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的重要保证，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实践逻辑的具体展开，必须坚持统筹推进。

一是在总体层面重点把握“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领导”这一纲领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在文化发展领域的地位。二是在对内层面统筹

发展“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五个方面的实践，更好满足和

完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实践

要求和重要任务。三是在对外层面接续推进“着力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

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更好体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

力，更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五）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以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时代文化事业的集体智

慧结晶，始终坚持人民立场，通过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第一，坚持人民立场，人民利益是一切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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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

展事业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人民利益置

于首位，在党领导和开展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实践中

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文化利益，以人民的文化利益为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为满足

人民利益服务。第二，坚持文化事业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 平
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

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

‘剧作者’。”(1) 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主张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享有者，在文

化领域发挥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重要作用，体

现了为了人民的文化发展目标、依靠人民的文化发

展方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文化发展归宿。第三，

坚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习 近 平
总书记强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2)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

精神文化的需求为牵引，关注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

的新需要，不断彰显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

地位和力量，通过激发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13页。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5页。

巩固人民群众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人翁地位，满足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增添人民伟力。

四、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文化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提出一系列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总结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形

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

用贯通，作为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实

现了既坚守“根”“魂”，又兼容并包的理论逻辑，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历史逻辑，遵循实

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要

在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三重逻辑架构的基础上

体悟真理、实践真理，更好发挥习近平文化思想在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

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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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chap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undertakings. To better 
underst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e must adhere to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not only adheres to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but also 
inherit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eneficial achievements of the world’s other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develops i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es in development， carrying on the century-ol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ing to develop i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ng in the dual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views and strategic 
deployment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ollows the 
principle that practice is the purpose and destination of understanding， focuses on the primary political task， showing the new direc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et alia， providing a scientific action guid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on the new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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