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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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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沉淀厚积而薄发，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书写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来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更加

适宜的土壤并起到催化作用，其未来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凝聚中国精神，提升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实现

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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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

凝聚着中华民族厚重历史底蕴并汇聚着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

“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164。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

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2］15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会

议公报再次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

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3］10 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

基于中国实际，“让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与

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4］的历史。
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性文化资源，立足

中国社会现实，让马克思主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更加彰显真理的力

量。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结合与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

展的科学研判，也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

信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历史形成之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书写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

和书写的。各民族之间在差异中包容、包容中同

一，其所包含共同的价值认同、共同的文化认同、
共同的民族认同成为连接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纽

带。在互融、互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取长补

短、博采众长，形成以“民本思想”“和合思想”“大

同思想”为特质的共同价值内核。
( 一) 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遵循中

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405 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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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演进过程是各民族交融发展的过程，只有

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才能深刻把握

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与实质。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演进的规律证明: “中国人民不但善

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5

这里的“破”与“立”都是遵循全国各族人民诉求，

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核心地位，是应对一切风险与挑战的必然

要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契合性和通约

性”［5］，大力发展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经过

改造，不断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6］。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结晶，它流淌在中华

民族血液之中，蕴含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之内，更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内生性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塑造了中

华民族内在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
强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与

精神追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

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7］44

( 二) 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汉族是由不同地

域、不同民族部落聚合而成，特别是在秦统一六国

之后，汉族又与各少数民族交融、聚合，形成我们

今天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漫长的历史发

展长河中，引领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彼此学习、
相互尊重，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在推

动各民族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传承交融中起到引领

作用。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中华优秀文化的

滋养下，它焕发出勃勃生机，放射出耀眼的时代光

芒。中华传统文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为国为民的

仁人志士，古代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的舍己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 近代

有董必武“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的

精忠报国、舍小家为大家的身先士卒; 进入新时代，

有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鞠躬尽

瘁的为民胸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崇尚和平、
勤劳勇敢、团结友爱、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是中华

优秀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

塑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力量，是全国各族

人民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支柱。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

调，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强大的

精神血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深厚、最
持久的文化软实力。深刻理解和把握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时

代价值，充分发挥其作为“精神家园”“黏合剂”的

社会功能，汇聚全民族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不

曾中断，成为汇聚中华民族聚合力的“根”与“魂”。
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不竭动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泉。
( 三) 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各

族人民大团结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演变发展的历

史是全国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全国各族人民之中，植根

于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处，是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生
生不息的动力之源，更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在历

史长河里薪火相传的命脉所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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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3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如果中断了这个血

脉联系，就会遭遇国家倾覆、民族灭亡的危险。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

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

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8］339只有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中国人的精

神世界才能得到极大丰富，民族凝聚力才能得到

不断地增强，才能实现各民族大团结，并为各民族

共同繁荣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二、理论根基之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沃土

“人 民 有 信 仰，民 族 有 希 望，国 家 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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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8］323从理论体系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

是马克思主义，从奋斗目标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

信仰是实现共产主义，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再次强调: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3］11这些表述充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与发展，彰显

“两个相结合”重要论断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从

理论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系统阐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时期开辟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

入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因马克思主义的融入

而枯木逢春。”［9］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

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明，要依靠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真理力量，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最适宜的土壤。因此，“马克

思主义是行动指南和立身之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则是精神家园和命脉滋养”［10］，正是二者水乳

交融、相得益彰的关系，“实现并确证了马克思主

义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和

会通”［11］成为可能。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

中，让中国人在情感认同、意志坚定、行动自觉上

内化为一种艰苦奋斗、不畏强暴、攻坚克难的优秀

品质。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多元多姿、百家争鸣、有容乃

大的特质。它以吸纳各民族文化之气魄，汇聚成

绵延悠远的中华优秀的文化长河。近代以来，中

华文化一度走向衰落。当其跌下神坛的危难时

刻，古老的中国再次看到黎明的曙光，俄国十月革

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结合，尤其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容乃大的特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

供了适宜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唤醒了我们对本土文化的觉醒，并试图从极具包

容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本溯源。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寻求一种适宜

其生存的沃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就爆发了巨大的合力。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找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精神品质、价值追求诸方面的契合

点，充分挖掘其有益成分并进行发展、创新与转

化，“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

创新”［8］313。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有机结合，才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得

到更好的彰显，其创新能力得到持续提升。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8］349 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影响。
“弘扬本民族文化及其优秀传统，以彰显其时代价

值和积极意义”［12］，是传承和发展本土优秀文化的

重要手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

对人们的生存与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共

产党百年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需

要寻求一种最适宜其发展的文化土壤，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积极包容和接纳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在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不是

一味地“生搬硬套”“咬文嚼字”，只有在“传承”“创

新”“创造”基础上的转化与发展，才能共同谱写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篇章。
(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

天然的契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方面

具有天然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使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

的中国的特性。”［13］534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

响。前者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的沃

土，而后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

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本土性基础性思想资源，其“先在的精神性的

中国元素”［14］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更好地助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新征程中，一方面，要时刻保持对西化思

潮、资本主义消极影响的警惕; 另一方面，也要摒

弃所谓“夷夏之辨”的儒家“道统”论的局限，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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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归结为异族文化的错误倾向，从而割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联系。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底气，这离不开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我们要正确把握、深入挖掘

并科学阐发二者之间的关系，切实推动二者的融

合与发展。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为指导，并将

其融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要义的挖掘与阐

发的工作中，从而彰显其新的时代内涵与文化精

神力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风采、焕发

新的思想光芒。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华

传统文化，并结合时代需求，在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的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提升

并赋予其新的生机与活力，构筑起具有中国底色

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三、文化自信之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

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前提与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

魂和旗帜”［2］12，要坚持“立党建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守住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和旗帜”。“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13 把马克思主

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继承和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住了中华民族的根

与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便有了精神支

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吸收本土性思想资源，“努

力实 现 传 统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转 化、创 新 性 发

展”［8］313。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定位并进行深度分

析，才能 更 好 地 传 承 和 发 展 我 们 本 土 性 文 化。
“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

向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15］真正把握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性，才能更好

地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

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8］323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展现了中国人顶天立地的勇

士雄风，镌刻了中华文化的风骨，捍卫了中华民族

的尊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中国

人民用血肉之躯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取得一个又一

个伟大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梦幻般的英雄史诗。
伟大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自信的力量，担当时代使命，传递中华民族复

兴使命的接力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实现保驾护航。因此，积极吸收本土性思想文化

资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儒释道思想精华，具有极为重

要的社会功能。以儒家思想为例，作为本土性思

想资源，能够成为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

形态，不管是“官方普及”还是“下沉民间”，儒家

思想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自信，需要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让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国人心中。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发展的过程，需要学习和借鉴儒家文化普及的

经验与教训，遵循儒家思想等本土性思想传承发

展的规律，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自信。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实现其伟大复兴，就需要

这个国家的国民同心同德，有着共同的理想与信

念。对于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我们

来说，“……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

心中生根发芽”［8］324，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每

一个国人的内心，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本土性

的文化资源，与“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具

有更广泛的融合、共存、共生的文化基因。二者一

旦相结合，便形成巨大的能量，使马克思主义从

“外来的”“西方的”理论变成“本土的”“中国化

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是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认识、再发掘、再提炼的过

程。马克思主义以其独特的阐释方式、思维模式

及话语体系，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有机融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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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出具有我们特定民族风格、民族特色、民族内涵

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而更好地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让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现

状，“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

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6］，这就需要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充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和厚度。
应该说，二者的融合与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与坚守，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

之初就葆有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大的热情和

极大的耐心。因此，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不矛盾，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 化 精 粹，实 现 中 华 思 想 文 化 现 代 化 的 过

程”［17］。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以

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

特质。二者的深度融合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自信的内在根据。
高度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

石。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的光明坦途，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结

果。“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

负时 代，不 负 韶 华，不 负 党 和 人 民 的 殷 切 期

望!”［2］2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群体就是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
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

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

坚持 中 国 道 路、弘 扬 中 国 精 神、凝 聚 中 国 力

量”［1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扎根于每一个中国

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基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中，中国人民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最重要的力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

一定会无往而不胜。

四、未来发展之维: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

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19］329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能够穿越时代并焕发出勃勃生机。要珍

惜时代赋予的机遇，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其价值生长，不断

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 一) 实现的前提: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国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 是“变”与

“常”。所谓“变”，就是其中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

而需要革新、变革的部分。所谓“常”，就是传统

文化中具有长久价值的内容。儒家“仁义礼智

信”“忠孝廉耻勇”的人文道德价值，道家“道法自

然”“齐物平等”的思想，佛教“慈悲为怀”“普度

众生”的价值观念，都是中国人民为人、为学、为

政的基本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164，为构建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相互尊重的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思

想资源，进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重要范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169，又彰显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旺盛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

青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火

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

途。”［2］21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找到了

复兴民族的最锐利武器，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智慧与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

至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熔铸了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时代

特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要推动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好地在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深入

历史之中，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研

究; 深入剖析中国历史上各思想流派的基本观点、
演进脉络、表现形式和历史影响; 深刻、全面地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才能给予其更为客观

而公允的评价，才能将其中的优秀元素进行充分

挖掘并结合时代需要对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等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9·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51 卷

( 二) 实现的着力点: 回应时代需要，服务社

会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就是要符合中国社会、时代的

发展与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

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对世界的深刻认

识，不仅是中国古代圣人先贤的智慧结晶，也凝结

了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发展沉淀的智慧。我们要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

没有灵魂”［19］322，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

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是我们的灵魂与精神支柱。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没有间断的国

家，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彰显中华民族的独特优

势与民族特色，向世界展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

的大国形象，就需要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

铸于每一位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根植于

每一位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型塑了中国人不屈不

挠、坚毅勇敢的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

处世方式和思维模式。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单边

主义依然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同理想”
“包容和谐”“和而不同”的追求与倡导，所昭示的

智慧和力量，对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塑造负责任

大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服务社会，如

何回应重大时代关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

时代所应担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要不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坚持

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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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8］313。要

切实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精神实

质，结合时代更好地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保持其旺盛生命力。要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发展规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治

国理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生机与活力，为推动世

界和平发展、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贡献中国

智慧，彰显中国力量。
( 三) 实现的宏大视野: 立足本土化资源，吸

收外来先进文化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需要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的关系。要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对

外来文化进行甄别与取舍，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新时代继续发出耀眼的光芒。这就需要我们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汲取本土文化的精华，

需要以宽广的胸怀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

分，对其要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做一番符合本国

特点的文化选择，而不是一味地采取“拿来主义”
进行盲目的接受。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的文化场景，而是要让其适

应当代社会，进行有机融合，并将其内化为人们思

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从而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更为丰富的

文化养分，更为强劲的精神动力滋润人们的心灵，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
在外来文化大量涌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

今天，我们要更加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质

资源，要在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更新中

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保持本土

化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异质文化中先进成分以

充实自身。只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才能为子孙

后代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的时代展现出勃勃生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之所以称得上“优秀”，其最根本原因不是一味地

盲从，而是立足时代并结合现实社会需要做出相

应的取舍、变革和创新以获得更为强烈的民族归

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积极学习借鉴国外的优秀文

明成分，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在大力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中，必须以马克思

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实践，顺应文化发展规律，对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创造性转化”为依托，激

发其生机活力; 以“创新性发展”为关键，着力赋

予其新的时代气息。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应对人类重大关切提

供中国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融合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

了原创性的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在五千年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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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根

本所在。
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根本性、

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与书写的，我们需要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的厚重滋养作为精神食粮，遵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制定一系

列方针、政策、措施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

信中找寻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厚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深入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规范、思想观念与人文

精神等核心价值并进行传承、发展与创新，让其绽

放时代风采与永久魅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

来与发展是要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

这种转化与发展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2014．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

件汇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
［4］ 王立胜．“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理论创新及意义 ［J］．

人民论坛，2021( 21) ．

［5］ 王成，丁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

指导向度 ［J］． 理论探讨，2019( 6) ．
［6］ 黄凯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

互动融合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 8) ．
［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

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
［9］ 秦博，王虹，徐实．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深度融合 ［J］． 红旗文稿，2018( 6) ．
［10］ 高长武．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四

题 ［J］． 红旗文稿，2018( 5) ．
［11］ 何中华． 历史和自由: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契合的两

个侧面 ［J］． 社会科学战线，2020( 12) ．
［12］ 何中华． 为什么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J］．

人民论坛，2017( 17) ．
［13］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4］ 何中华．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关系 ［J］． 党的文献，2021( 3)

［15］ 刘星． 应该对若干重大史学倾向进行再平衡、再调

整———王学典先生近年新思考简论 ［J］． 济南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4) ．
［16］ 张神根，黄晓武．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 4) ．
［17］ 顾海良．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 4) ．
［18］ 习近平．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

信 ［N］． 人民日报，2021 － 05 － 10( 01)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

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0．

Four Dimensions of Carrying Forward and Develop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lATANCANG，LIU Xing，QIU Zhongtang

( College of Marxism，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Inner Mongolia，China 010022)

Abstra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accumulated steadily after five thousand years，show-
ing its vigorous vitality．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common creation and writ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one of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fident
sources，for the marxism provides a more appropriate soil and act as a catalyst，the effect of propellant，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estiny and fate guided by the marxism condensed Chinese spirit，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
itiveness of Chinese culture，and realize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Marxism in China;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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