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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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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
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
问 题 作 了 全 面 系 统 深 入 阐 述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
性，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
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
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
位置，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
华文化基因，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
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
文明新活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
事 业 全 新 局 面 提 供 了 强 大 正 能
量。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
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展现出新
的蓬勃生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
感召力显著提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
加奋发昂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
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
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
的伟大历史。

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
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科学指引。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
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
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
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
化的趋势，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
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强调“意识形态工
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
作”，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
沉、最持久的力量”，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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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
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
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
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
不断丰富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
领会，坚持学以致用，做到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
图，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作出重大部署。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只有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物的全面
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
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
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
浪的重大考验。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才能不断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
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肩负新使命、奋进新征程，我们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全面
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项战略部署，
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扎
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
刻认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
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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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强文化自觉，深刻理解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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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吸吮着
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坚持
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
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更好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努力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谱写民族
复兴新华章。

（原载6月5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月 2 日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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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连日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发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评论，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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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6 月 2 日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
阐述，为包括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在内的各
条战线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
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
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
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从中华民族永恒精神追求的深度传承文
化，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发展文
化 ，从“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的 广 度 普 及 文

化 ，创 造 了 文 化 传 承 固 本 开 新 的 宏 大 格
局，开启了挺立文化主体性的壮阔征程。
中国国家版本馆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
遗韵，中国历史研究院通古今之变化、立
时代之潮头，都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巨大成
就的见证。

根深叶茂，本固枝荣。担当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
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信
念、胸怀、价值和在历史现实境遇中的选
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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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担当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必须深刻认识到，在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
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
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是我
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
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
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
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
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
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文化积淀着民族的血脉与精神，寄寓

着人民的选择和愿望，连接着国家的历史
和未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
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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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精神上的独立
自主。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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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
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
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让我们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
定文化自信自强、担当新的文化使命，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原载6月5日《光明日报》）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
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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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定文化自
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
能善于创新。要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首先了解
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

博大精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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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诸多重要元素并强调，这些元素共同塑
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
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
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
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
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

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
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
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
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
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
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
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
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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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

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
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
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
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
的小圈子。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
律 性 的 认 识 ，是 我 们 取 得 成 功 的 最 大 法
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走
自己的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新时
代新征程，呼唤我们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
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原载6月6日《光明日报》）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
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
在 6 月 2 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从五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

“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着重阐明了“第二
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为不断推进党的理论
创新、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提供了科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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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
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
主动，进行艰辛探索，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
断开创新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
功的最大法宝。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基
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
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
要论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内涵，深化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
作用的认识。“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
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
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
到了新高度。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
果是互相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
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呈现
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赋
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特征、时代精
神、时代内涵，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
文化生命体。作为“两个结合”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
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具
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
召力，无愧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
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证
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
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
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坚定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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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筑牢道路根基、打
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我们要结
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把握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使其成为引领我们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思想武器。

文化立世，文化兴邦。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立足中华民族
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汲取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文明史积淀的文化养分，激活中
华文化生命力，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汇聚起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原载6月7日《光明日报》）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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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文章

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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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深刻阐明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明确要

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导，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

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

置，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在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

华文明新活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

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展现出新的蓬勃生

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以更加昂扬奋发的

精神面貌，奋力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崭新篇章。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

深。在新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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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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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

创造的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

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

们要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增强十四亿

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积蓄自信、自

立、自强的强大能量，以更强的历史主动精

神再创中华文明新辉煌。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

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

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

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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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

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在新的历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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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守正创新，以

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

写当代华章。我们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

明的历史，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

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创作跟得上时代的精

品力作，大力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不

断激活文化生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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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负新使命、奋进新征程。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坚定

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

化。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只争朝夕

的奋斗姿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

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努力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谱写

民族复兴新华章。

（原载6月8日《光明日报》）

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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