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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用大历史观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

王永友，魏明勇

摘 要: 只有坚持从大历史观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厘清文

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根脉源流，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定位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突出的党

性、人民性、先进性等根本属性，立足事业发展的历史大势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两个巩固”的功能地位和“三个事关”的作用地位，立足新征程上党的历史任务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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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使命，着眼实现全体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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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创新理

论。一年多来，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经研究分析发现，已有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在 5 个方面。
(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研究

学界多从理论、实践、历史和现实等维度展开。一是理论逻辑，强调这一思想以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为基石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②，前者提供指导和依据，后者提供滋养和动

力③，吸收党百年文化建设的思想成果而形成④。二是实践逻辑，强调这一思想熔铸于新时代党

领导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⑤，是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成就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⑥。三是历史逻

辑，强调这一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荟萃党百余年文化建

设成果从而构建出的符合时代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⑦ 四是现实逻辑，强调这一思想是立足 “两

个大局”，深刻把握我国文化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战略机遇而形成的。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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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研究

学界主要存在战略地位说、使命任务说、原则遵循说三种观点。一是战略地位说，认为这一

思想回答了为何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主要从意识形态安全考量①、人民精神文

化需求满足②、民族复兴精神支撑等方面，揭示了文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③ 二是使命任务说，强调这一思想聚焦于新的文化使命研究，从而有力地回答了文化建设的

目标问题。④ 三是原则遵循说，强调这一思想从 “两个结合” “九个坚持” “十四个强调”和

“七个着力”等进行内容解读，“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举旗定向和原则使命等问题”。⑤
( 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研究

学界重点从人民性、科学性、世界性等方面展开。一是突出人民性，强调这一思想体现为秉

持人民根本立场⑥，彰显人民至上价值导向⑦，立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⑧ 二是体现科学性，强调

这一思想融科学的方法、立场、态度和结构为一体，⑨ 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10 三是彰显世

界性，强调这一思想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以胸怀天下的理念为人类文

明发展增添新的经验智慧。�11
( 四)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贡献研究

学界从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理论发展层面，强调这一思想既凸显了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12，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丰富。�13 又突出了对中华

文明的赓续传承�14，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15，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16 还体现为对人类文

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17，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二是实践指导层面，强调这

一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动力、制度、方法和全球视野等方面做出了

新的拓展，�18 对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19
( 五)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意义研究

学界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研究。一是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进行讨论。国内层面强调这一思想

有助于实现精神自信自强�20，是克服“文明困境”推进强国建设的 “精神指引”�21。国际层面强

调这一思想对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

义。�22 二是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进行阐发。理论价值层面强调这一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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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① 实践价值层面强调这一思想为建设文化强国注入

了强劲动力②，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构筑了坚实的精神力量支撑等③。
总的看，当前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化，学界既有研究多从本体出发按照

“何来、是何、何用”的思路展开，探究这一思想的内涵和价值，深刻回答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

什么、如何形成、有何特点、贡献所在以及有何用等问题，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丰硕成

果。但从研究视角看，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深

刻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布局的深邃历史视野，对这一思想的理解

和把握，还需要从大历史观这一独特的视角对其进行全面阐释和深入解读，从而深化对这一思想

的研究。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当代体现，是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

科学思维方法，注重以历史眼光看待事物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大

格局审视当代中国与世界。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指导文化

建设，深刻回答了关于文化的一系列重大时代问题。站在历史的新征程上，坚持从大历史观出发

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更好地厘清文化的根脉源流、根本属性、功能定位与时代使

命等基本问题，推动新征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形态，

进而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二、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把握文化的根脉源流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只有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根脉源流，厘清我们的文化从哪来，才能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明确文化的发展方

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从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三个维度，深刻回答了我们的文

化从哪来这一首要问题。
( 一) 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久经磨难，中华文明遭受重创。在救亡图存、自

强求富的过程中，我们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最后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文化，在文

化反思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对自己文化的质疑和不自信，对中华传统文化不加区分的完全否定，

主张“全盘西化”，但现实却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学习西方也并没能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方面在学习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道路，另一方面对待本土传统

文化也形成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即在反对封建糟粕文化的同时也明确了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正是在科学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引领下，经过 100 多年坚持不懈的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了中华文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能。历史证明，抛弃了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

就否定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就不可能具备高度的文化自信，更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 “我们民族的‘根’和 ‘魂’”④。从质

疑否定到批判继承到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地位，这是我们在文化认识上取得的重大突

破，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突出贡献。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这一重大论断绝非立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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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主义的判断，而是基于对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的深刻把握。所谓 “根脉”，是自始至终滋养

事物发展壮大的最根本的关键内核，体现了从事物源头剖析事物发展的底层逻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文明自发端并在 5000 多年的演变过程中始终发挥关键作用的存在。习近平以

贯通古今的历史视野和历史思维把握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深刻总结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

性，这是基于对中华文明的深刻把握，凝炼出的最精华最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并明确

指出这是我们的文化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优势的集中体现，其中所蕴

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天下观、民为邦本的社会观、讲信修睦的道德观以及自强不

息、革故鼎新等民族精神，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高度契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的深厚历史底蕴。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刻回答了我们的文化从

哪里来这一首要问题，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 二) 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斗争实践中所培育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

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品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立足中国实际，学习借鉴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不断开拓创新中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反映

时代潮流和体现社会进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

帜”①，任何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旗帜绝不能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指出，

“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②，

强调文化发展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动摇，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

动摇，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举好旗、指好路，把准正确航向。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这一重要论断是基于

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并不能直接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必须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生

反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异常驳杂，不仅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同时封建主义文化、官僚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等相互交织，只有剔除这些糟粕腐朽

的文化杂质，才能推动文化的进步和发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民群众在与不同时

期各种封建、腐朽、落后文化的斗争中形成的，换言之，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身就是

对封建、腐朽、落后文化的否定和扬弃，是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文化。因此，只有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剔除传统文化中的杂质，汲取

时代发展的先进要素，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经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血与火

的反复锤炼，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的优秀文化基因被充分激活，从文化的 “粗胚”中锻造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精品”。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是三者的简单叠加、机械结合，而是 “化合反应”
的产物。

( 三) 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历经千辛万苦，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最终取得的根本成就。对于这一道路的开辟，习近平尤其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放在世界社会

主义演进的历程中去把握。”③ 肇始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人类社会

历史的深入考察创立唯物史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中发现剩余价值规律，提出无产阶

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最终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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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巴黎公社运动的伟大尝试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这一理

论的科学构想真正变成了现实，并逐渐从一国走向多国。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历史的探索中找到了

马克思主义的救国真理，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先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

了新中国，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再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

不懈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这一重要论断是基于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历史的深刻把握，同时也提供了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钥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一系列思想道德观念等的集合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实践中，本质上是对这一伟大实践的能动反映。正是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从最初提出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 到进一步强

调“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②，最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总的来

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形成并牢牢扎根的现实土壤，是促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刻反应的实验场，不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使这一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经受了检验，并作为一种强大的

精神文化力量，反过来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定位明确文化的根本属性

性质，是决定事物根本的大问题。对文化性质的界定，就是要明确我们要发展和建设什么样

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致力于实现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立足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这一历史定位，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文化，这一文化必须始终突出党性、人民性和先进性，这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显著特征。
( 一) 始终坚持党性的本质要求

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定性。物质决定意识，“一定的文化 ( 当

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

经济。”③ 这一理解深刻揭示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一切文化或文

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④ 由此，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为领

导文化发展建设的政治集团或政党属性，决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领导力量、价值立场等基本

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党性问题? 一方面，在领导力量层面，必须始终坚持党对

文化工作的一切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百年奋斗取得的宝贵历

史经验，也是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更不可能有今天文化的繁荣兴盛，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的关键和根本。另一方面，在目标要求层面，必须始终做到 “三个坚定宣传”。习近平强调，

要“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

的重大分析判断。”⑤ 党的文化工作同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向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服务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使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工作部署以及形势分析判断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三个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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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宣传”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政治要求，通过做到 “三个坚定宣传”，

使文化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从而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
( 二) 始终秉持人民性的根本立场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本立场的价值体现。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

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① 任何文化都带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一个阶级同时是社会上占

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秉持人民性的根本立场，把人民作为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人民底色。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 一是坚持文化服务人民。新时代以来，立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对更丰富、更多彩、更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期盼，党中央坚持走以

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道路，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生活质量、提

高人民群众精神境界。二是坚持文化由人民创造。“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②。
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自身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同时也通过

精神生产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资料。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由人民创造，充分尊重人民群众

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明确指出 “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 依靠人民而发展，发

展才有动力。”③ 通过调动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找到了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引领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三是坚持文化成果人民共享。坚持文化发展成果人民共享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的本质要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们致力于增强文化发展成果的普惠性，通过大力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创作出一大批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作品，不断拓宽文化

成果人民共享的渠道途径，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文化成果人人共

享。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和依靠人民发展的文化的辩证统一，彰显

出鲜明的人民性。
( 三) 始终突出先进性的发展方向

先进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因其是否符合时

代发展的要求而具有先进落后之别，同时文化又对实践具有能动作用，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对实

践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落后的文化则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阻碍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突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明确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绝不是

封建主义的落后文化，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真正满足人民需要、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 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习近

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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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根脉。”④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

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指导思想的真理性、科学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根

本所在。另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体现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具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是最终通向共

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必然过程。当前，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任何时候

社会主义的旗帜都不能丢，充分彰显出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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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足事业发展的历史大势明确文化的功能定位

功能，是事物有用性的表达。对文化功能的定位，就是要明确我国文化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中有何作用，这是文化发展和建设的目的性问题，也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最终落脚点。新时代以

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遭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的这一历史大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文化 “三个事关”的作用地位和 “两

个巩固”的功能定位，深刻体现了对文化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定位和地位的高度重视和清醒

认知。
( 一)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文化 “两个巩固”的功能定位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其范围之广阔、形势之复杂、影响之深刻，给世界

各国带来了一系列机遇和挑战。其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为突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

意识形态相互较量，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形形色色的手段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

透，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泛滥，刻意抹黑党的领导、歪曲马克思主

义，严重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此，习近平明确了文化发展必须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① 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

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号巨轮的 “压舱石”，只有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共同的思想基

础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前提所在，是推进伟大事业的思想保证。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

国家，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具挑战性和必要性。要通过大力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文化凝聚价值共识、汇聚社会力量功能，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使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总之，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在于保持战略定力，只有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才

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变局中开新局。通过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才能无惧任何风险挑战，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力量，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 二) 立足实现民族复兴战略全局明确文化 “三个事关”的作用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先后多次主持召开相关会议

并就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发表重要讲话。在 202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站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从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

聚力和向心力”的高度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性，② 深刻体现了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用

地位的清醒认知和深刻把握。
从党的执政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 9000 多万党员的大党，只有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解决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才能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全党团结、凝聚全党力量，永葆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有效抵御各种风险挑战，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 从国家发展看，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作为世界上唯一文明没有中断并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华文明是我们历尽磨难而经

久不衰的关键所在，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只有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推动文化的繁荣兴盛，才能在各国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多元激荡中站稳脚跟，实现国家富强的目

标; 从民族团结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③，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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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只有做好宣传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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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团结在一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三个事关”彰显了文化之于政党、之于国家、之于

民族的重要作用，使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

五、立足新征程党的历史任务明确文化的时代使命

文化使命，是一定时期围绕党和国家历史任务提出的根本文化要求，指引文化发展的目标方

向。立足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历史任务，习近平

提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① 从

而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为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 一) 以推动文化繁荣着眼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这一文化使命的提出，深刻把握文化在党和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站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聚焦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内在包括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两个层面，前者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提升所积累的坚实物质财富基础上，而后者则必然以文化的

繁荣兴盛为前提，二者均体现了人的发展的价值自觉，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人

是需求性动物，“人的本质的现实过程就是人对人的需要的全面肯定和丰富的过程”②，而人的

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不仅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物质需求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即生物

本能，精神需求超越了人的生物学本质体现了人的精神属性且受到物质的 “纠缠”，当低层次需

求得以满足时更高层次的需求则进一步显现。因此，人的发展本质上体现了个体不断摆脱对外在

条件的依赖性从而真正达到 “自由自主”状态的过程，是基于社会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物质需

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并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结果。同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实现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

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时，每个人才能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而在此之前，人的发展乃至社会形态的演进必然会经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个体

的发展仍旧受到诸多制约，为此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在物质层面

要不断夯实物质基础，在精神层面则要推动文化繁荣，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断提

升人的精神境界。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聚焦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同时

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提升，推动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不断向更高级转

化。经过百余年的实践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目前正朝着共

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

裕”③。当前，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人们逐

渐从对物的依赖转化为对更高质量精神生活的追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强调“继续推动文化繁荣”，以此为基础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精神食粮，进而不断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逐步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 二) 以建设文化强国着眼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文化使命的提出，深刻把握文化之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作

用，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聚焦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致力于增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实现民族复兴成为全国亿万人民

的共同期盼，这一梦想的实现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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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归根结底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来源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精神引领力、精神战斗力和精神创造力，对于民族

复兴的伟大实践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其一，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通过发挥精神纽带作

用有效凝聚思想共识，使全国各族人民如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把个人的力量汇聚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合力; 其二，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引领力，能够为民族复兴事业提供根本的

方向指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力量 ，但群众是由个体

所组成，而个体的行动往往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 ，因而个体无法创造历史也并不能支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精神引领作用 ，能够克服个体行动的

自发性和盲目性，引领全体中国人民自觉投入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 其三，文化具有强

大的精神战斗力，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的科学理论，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推

动力量。马克思指出: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

众 ”，① 深刻揭示了由物质变精神、由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而作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

导下发展形成的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强大的真理性，一经掌握群众就能够转化

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 其四，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

创造力，能够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国家事业发展、民族兴

旺发达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活力。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家强。当前，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只有不断增强实现

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党和国家事业才能经受住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立足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强调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 其目的就是在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着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为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的精神动能。
( 三) 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着眼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化使命的提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之于中华民族、之于整

个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从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出发，站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

聚焦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致力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赋予了人类生存发展的

广阔时空，是人类活动一切有益成果的历史凝结。回顾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曾诞生了辉煌而灿

烂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时至今日，只有中华文明始终未

曾中断并一直延续至今。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仅靠自然延续而始终保持辉煌，只有紧

跟时代的潮流，坚持自觉融入时代发展的先进元素，不断推动自身文明的发展进步，方能避免湮

灭于历史长河中。立足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文化使命，深刻回答了中华文明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当今世界

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性”从而实现文明的发展进步。其一，“中华

民族”界定了这一文明的民族属性依然是中华文明，规定了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始终

坚守民族主体性。习近平指出: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的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
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③ 对此，必须要坚持守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二，“现代”进一步指明了建设的目标要求，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不断激活中华文

明内在的现代性基因 ，感悟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 ，实现中华文明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进而完成

现代转型; 其三，规定了建设的方法路径，即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广泛的学习借鉴人

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要坚持创新，不断赋予中华文明现代性特征。总之，“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主动传扬中华文脉的主体自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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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贡献。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光辉典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关系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和

创新，更是关系整个人类文明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已然超越了中

华文明自身的传承发展问题，而是着眼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今

世界，全球化趋势已然不可阻挡，但全球性带来的诸如地缘政治紧张 、资源过度消耗 、环境污

染严重 、公共卫生风险等问题频发，机遇与挑战并存，各个国家日益成为休戚与共、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应对危机挑战还是把握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都迫切需要世界各

国携手相助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

总书记以大国领导人的使命担当，基于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高度关切和对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

主体自觉 ，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文明古老智慧的结合中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着力在二者

的深度“化学反应”中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进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

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理念，发扬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的显著优势，为整个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广泛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凝炼出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①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走出了一

条“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② 的文明发

展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Adhering to the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ANG Yongyou，WEI Mingyong

Abstract: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n we better understand and
grasp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clarify a series of fundamental issues regarding cultur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based o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has clarified the origi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the CPC，it has defined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uch as its Party nature，

people－centeredness，and progressivenes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it has clarified the functional posi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wo
consolidations”and the role of“three major issues．”Based on the historical task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journey，it has defined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of continuing to promote cultural prosperity，

building a cultural powerhouse，and constructing a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aim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all people，enhance the spiritual strength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the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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