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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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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今日推出人民日报系列评论《深刻把握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与广大读者一道，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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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归义羌王”和“晋归义羌侯”金印，隋代胡人吃饼骑驼俑，宋大理国银
鎏金镶珠金翅鸟像，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在故宫博物院“何以中国”
特展上，一系列国宝级文物璀璨夺目，反映了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创
造中华文化的历程，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
体特征，让观众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深切感受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民
族何以伟大、中华文明何以不朽，产生了令人难以忘记的效果。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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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到现在，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深深植根
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灿烂辉煌的文化沃土，在交流交往交融中
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了人心
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
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描绘在布达拉宫白宫门
庭内的壁画，表现了文成公主进藏的盛况，展示了汉藏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
史性的一幕；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印证
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区的联络交往；红军长征途中的“彝海结盟”，留下民族团结
的佳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
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 56 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
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
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正是在你
来我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聚在了一起、文化基因汇到了一
起，为文明的延续、国家的统一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
希望所在。修订制定法律法规，制定政策规划，实施重大文化工程，举办重大
文化活动，积极搭建各具特色的节庆民俗、展览展演、文化旅游等平台……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德、同心同向的全国各族
人民，正在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崭新篇章。各民族文化这
个“多元”凝聚出中华文化这个“一体”，中华文化这个“一体”又引领着各民族
文化这个“多元”，交融出更好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文化元素，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迸发出更加持久饱满的精神伟力。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
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
文化自信的根源。前进道路上，我们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
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
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
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前进道路上，我们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
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
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坚持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才能共创
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步行察看八廓街风貌，感慨地
说：“千年八廓街，是我们各民族建起来的八廓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
交往交融，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这里其乐融融。”这里承载着各民族文
化交流交往交融的深厚历史，也昭示着“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同
舟共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深刻
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统一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
尊严感、荣誉感，我们定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
运共同体，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原载6月16日《人民日报》）

立足“连续性”，坚持走自己的路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②

一本古代数学专著，跨越多少春秋，历经
多少沧桑，见证了历史的潮起潮落。在中国国
家版本馆兰台洞库，面对斑驳的文津阁本《九
章算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引人深思：

“我们的祖先，在科学发萌之际，是走在前面
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没有中断，中国文化
没 有 中 断 ，但 在 数 理 化 上 有 些 中 断 ，被 赶 超
了。”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墨迹，无声讲述着中
华文明的长河浩荡。

穿越历史的烟云，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风
雨始终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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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
性中，“连续性”排在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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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中华文明
源 远 流 长 ，从 未 中 断 ，塑 造 了 我 们 伟 大 的 民
族”，勉励“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
传承下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
度，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引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
动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
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形成了

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
近年来，以甲骨文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层出不
穷，甲骨文表情包、甲骨文日历、甲骨文书签等
广受欢迎；甲骨文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小学校
园，不少地方的老师利用甲骨文“因形赋义”的
特点对低年级学生进行识字教育。从甲骨文
到籀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文字上的一脉
相承，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经久不衰的重要
体现。文脉传承，弦歌不辍，具有突出的连续
性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
来。2021 年仲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武夷
山朱熹园，感慨万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
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
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从“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看懂“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也是千百年来的治世理想；从“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读懂“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不仅是当代社会的孜孜
以求，也是传承千百年的淳朴愿景；从“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理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生存智慧……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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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
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实
践充分证明，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
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
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仅走得对、走
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新时代新征程，脚
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
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
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
的前进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
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
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
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
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面向未来，深刻
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在实践
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
化进步，我们就一定能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
代华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不竭精神
动力。

（原载6月14日《人民日报》）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①

激扬“创新性”，书写中华文明新的辉煌篇章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③

商王武丁时期的“四方风”甲骨刻辞、宋刻
本《棠湖诗稿》、宋拓本《西楼苏帖》、唐写本《妙
法莲华经》……近日，在中国国家版本馆文华
堂二层，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斯文在兹——
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从甲骨到简牍，从写
本到雕版，文字载体与古籍版本的流变，彰显
了传统文化的有序传承，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创
新发展。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如浩浩江河，滋养
泱泱华夏；纵横九万里，创新创造如熠熠繁星，
汇聚煌煌文脉。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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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
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的丰厚滋养。回望历史长河，在先秦子学、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演
变历程中，中国哲学论域不断拓宽、创见持续
迸发；耒耜、石犁、青铜犁、铁犁、直辕犁、曲辕
犁的耕具更替，见证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与生产
力的提高；军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
制的人才选拔制度之变，让更多有才之士脱颖
而出……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可以看到，中华
文明在思想、技术、制度等各方面不断推陈出
新。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
是中国的历史常态。正是因为不断创新，中华

文明才能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党的十八大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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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引领亿万人民在
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文
明新活力。近年来，从开发数字化应用及文创
产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到立
足中华审美风范，让优秀文艺作品竞相涌现，
再到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中发展，让历史文脉
融入现代生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华
文化的“一池春水”被彻底激活，在新时代展现
出蓬勃生机、焕发出巨大活力。实践充分证
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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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
在新时代再次绽放出夺目光彩。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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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具有
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
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
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随着历史和时代
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千百年
来，我们的先辈就注重创新创造，强调“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讲求“因革损益”“守经达

权”，主张“日新之谓盛德”。新征程上，坚定历
史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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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能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
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
胜。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
竭动力。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
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
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改革开
放大潮中锐意进取、敢闯敢拼的企业家，在科
研攻关一线大胆创新、攻克难题的科学家，在
乡村振兴热土上探索经验、蹚出新路的基层干
部……各行各业劳动者大力弘扬创新精神，不
断创造新的业绩。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
难险阻，越需要开拓创新。保持开拓创新的姿
态，激发敢为人先的锐气，面对困难时“摸着石
头过河”，面对艰险时“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才
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汇聚强大
精神力量，无往而不胜。

从汉唐气象、明清韵味，到今天的大国风
范、复兴伟业，中华文明不断吐故纳新，推动了
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华文明在创新中一路走
来，也必将在创新中迈向未来。用创新增添文
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
创造出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
有当代价值的文明成果，我们一定能够书写中
华文明新的辉煌篇章。

（原载6月15日《人民日报》）

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燕山脚下的中国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参观国家书房、中华古
代文明版本展、中国当代出版精品与特色版本
展，仔细察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典版
本展，参观“汉藏蒙满文大藏经雕版合璧”和

“《四库全书》合璧”库展，感慨“我最关心的就
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
走进位于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中国历史研
究院，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了解
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察看
部分馆藏珍贵古籍和文献档案，强调“做好中
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近日，习近平
总书记专程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
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一幕幕生动场景，映照着大党大
国领袖深厚的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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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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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论断，科学概括
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对于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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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中华民族是世界上
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
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几千
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
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
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
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
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向历史深处回望，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
会理想，到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从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到修齐治
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从厚德载物、明德弘
道的精神追求，到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
伦理；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到实
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从执两用中、守
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到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
交往之道……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
五个方面的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
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新时代以
来，我们党明确“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把

“两个结合”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根本途径，在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
象、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北京冬奥盛会惊艳
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自信、包容、开放的大国
形象；大唐芙蓉园梦回千年，展现中华文化包容
四海、兼纳百川的精神风貌；北京中轴线、京杭
大运河等一大批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绽放

时代新韵……千古文脉一华章，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今天中华
文化更加蔚为大观，中华文明更加光彩夺目。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党的二十大报告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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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精神力量”。眺望前方的奋进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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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汲取
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就
能汇聚起同心共圆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如同波
澜壮阔的长河，中华文明一路奔涌而来，滋养
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浇灌出中华大地的勃
勃生机。穿越风雨、大道如砥，当代中国，江山
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从东海之滨到雪
域高原，从北国边陲到南疆海岛，复兴的梦想
激荡在 14 亿多中国人心中。站在这片古老而
神奇的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
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尤为清醒：“对历史
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
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
更加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
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原载6月13日《人民日报》）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大唐芙蓉
园初夏夜，伴随“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的吟诵，64 名舞者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向出
席中国—中亚峰会的贵宾献上中国古代最
高礼仪舞蹈八佾舞。礼乐交融、文韵悠悠，
大度雍容、如梦如幻，展现出中华文化包容
四海的精神风貌。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
鉴而发展。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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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千古之智，纳四海之慧。中华文明自
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 5000 多年不间
断的历史传承中兼容并蓄、创新升华。展开
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
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
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
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
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我
国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
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
文化。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胸怀
同世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从历史上的
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
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
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
新，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
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
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倡导“以文明交流超
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
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指出“中华文化之所
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
蓄的包容特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就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
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强调我们要铸就中华
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
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

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在希腊，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共赴“文明

之约”；在埃及，漫步于卢克索神庙，回忆中埃
文明交流往事；在印度，参观马哈巴利普拉
姆古寺庙群，畅叙文明互鉴的悠久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一场场别开生面
的“文化外交”，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
共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提出全
球文明倡议，到创立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文明开放包容
的文明特质，着眼于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
互鉴的主基调，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
容的文明观，着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
文明交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不遗余
力促进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相互启
迪，探索出一条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文明之
路，让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熠熠生辉。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
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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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
代新征程，我们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
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
明的养分，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
文化走出去，让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
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让中华文化
所蕴含的理念与智慧跨越时空、超越国度，
为时代发展提供正确指引，为人类文明作出
中国贡献。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
包容的。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张骞出使西
域、郑和七下西洋……回溯历史，中华民族
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
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
象。展望未来，增强文化自觉，保持兼收并
蓄的开放胸怀，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我们一
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创造出中华文
化新的辉煌，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原载6月19日《人民日报》）

展现“包容性”，
保持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