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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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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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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焕发蓬勃生机、展现独特魅力、实现创新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传承创新；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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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

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1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优秀中华文化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所形

成的,既有对历史的总结也有各个时期的创新,代表了中华

民族 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重

大贡献。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崇德向善的民族,

一直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生长在中华民族的肥沃土壤之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

精神气质,彰显着中华民族特殊的精神风貌,传播着中华民

族美好的精神品格。 

1.1 把“修身立德”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修身可立德明志,可博学多思,可建功立业。崇尚道德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唐代名相魏征曾言：“孝悌有闻,人伦

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

具有高尚的人格,才能忠于国家和民族事业。 

1.2 把“浩然正气”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目标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历来是被看作成一种“大

节”、崇尚气节,崇尚节操,培育了中国人的正义感和是非心,

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并逐步凝结巩固成对祖国的深厚情

感和民族气节。只有身存浩然正气,才能心存“民族大义”,

才能尽忠尽责尽心尽义。 

1.3 把“天人和谐”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

一以贯之的命题。老庄反复强调的“道法自然”、“无为”思

想,即是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吕氏春秋》更是主张

要善于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反对“竭泽而渔”,

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

木。这些自古流传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在自然环境日趋恶

化的今天仍具有宝贵的现实意义。 

1.4 把“自强不息”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周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

思是说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无休止的运动,相应地,

人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奋图强,不可

懒惰成性。一个人若想有所作为,自强不息是必须具备的个

人品性；一个国家若欲强大兴盛,自强不息是不可缺少的民

族精神。历史经验证明自强不息是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

不懈奋斗,战胜各种风险、经受各种考验的制胜法宝。 

2 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资

源和基石。文化自信是个体或群体对文化体系发自内心的认

同、敬畏和尊崇,并由此产生的满足和自豪等积极心理状态。

我们要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增强文化

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充分认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大意义。 

2.1 弘扬传统文化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

丰厚滋养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如古埃及、古印

度、古巴比伦等一系列与华夏文明交相辉映的灿烂文化,但

历史证明只有华夏文明历经 5000 年,战胜无数劫难仍延绵

不断。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产生和形成了整个民

族共同认可,普遍接受一脉相承且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传

统文化,从而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

养。 

2.2 弘扬传统文化是华夏文明发展壮大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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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诸多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民族必

须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果不能懂得甚至

有意模糊自己的来路,不敢正视甚至全面否定自己的历史,

不够珍惜甚至彻底贬损自己的思想文化,那么,这个国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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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是站立不起来的,没有希望的,不仅不可能发展,而且“很

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这样的历史悲剧,古往今来并不罕

见,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曾经的辉煌文明,缔造和成

就了孔雀王朝和两河文明,但 终都昙花一现,淹没于历史

长河。究其原因,无不与这个民族逐渐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文

化,迷失了来路和方向有关。 

2.3 弘扬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丰厚文明养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流长,呈现形式亦是丰富多彩的,

如文本的,非文本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口述的等等；都蕴

含着丰富的为政之道、人生理想、道义担当等思想,强调天

人合一、生生不息、兼容并包等精神气质。文化建设和文化

发展必须基于既有的优秀文化基础。一方面要做好优秀传统

文化的继承者；一方面,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对

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结合新时代背景不

断地创新创造、推陈出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显时代光

彩,增强和延续传统文化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3 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路径 

3.1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增强文化自信的“根”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根基,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两千多年前,

诸子百家就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

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等,至今仍然深刻影

响着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长盛

不衰,其奥秘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既坚守“根”又不断与时

俱进。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

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而这些亘古及今始终绵延的文化传

统和文脉根本也是我们的精神命脉,增强文化自信的“根

源”。 

3.2把传承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作为增强文化自信的“魂”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国情民风

都各有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符合自己国情社情的特

色。无论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依靠群众、敢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坚忍不拔、自强不

息、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还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依靠群众、团结统一,戒骄戒躁、

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挖掘本源都是中华文明在特定历

史时空下的具体体现,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红色革命精神,不仅是 5000 年

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上独具时代意义的历史文化积淀,更是中

华民族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之“魂”。 

3.3把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坚定文化自信

的“精气神” 

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红色革命文化,都有着鲜

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今天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就是对这些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升华,是

中华优秀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深度拓展与集中展现,也是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表达。由此可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应认识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增强

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也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 深层次

要素。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也就是坚定文化自

信的“精气神”。从这一意义出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键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又要从红色革命文化

中获得智慧滋养和精神砥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力量支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作用,

铸牢坚定文化自信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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