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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

也必将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根基。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曲阜考察时强调 ：“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明确文化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2014 年 2 月 24 日，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文化自信”，此后

又多次阐述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明确提出“四

个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这一论断，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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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现路径。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科学认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华民族的

“根”与“魂”的高度。2014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

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提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

遵循。2021 年 7 月 1 日，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讲话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2023 年

6 月 2 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两

个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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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第二个

结合”进行了系统论述。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使命。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

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2023 年 6 月 2 日，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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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基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础上、并

充分借鉴国外文明优秀成果的新式文明，它深化了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指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超越

西方旧范式的文明新选择，并推动了中华文明进入新的历史

形态。◆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遇，是两个文化生

命体之间的相遇。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具有

生命力、最伟大的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

党人的看家本领，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

践，就是因为其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生命品格。作为改造世

界的理论体系，其所彰显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则，正是马

克思主义文化生命的根本之所在。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角度来看，其最鲜明的思想元素就是“实事求是”“知行合

一”“与时俱进”，这些价值诉求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是

高度契合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

本质精神的契合，使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展开过程

中，基本没有偏离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而是深深地与中国

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融为一体。中国共产党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进行挖掘，努

力激活其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从而创生出“新的文化生命体”，这对于我们以更加坚定的

文化自信投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无疑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真正健康的文化生命体是需要建立在与他者文化相遇后

的自省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化生命

体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生成的，它既融合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

向现代化的价值转换，因此它应该具有面向世界、面向现代

化和面向未来的精神特质。其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也

向世界生动表达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信仰追求与人文

理想，重新定义了人类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价值内涵及其导向。

尤其是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实践，就是要以更加

积极的主体心态去融入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世界历史进程

中，并在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进一步激活自身的文化传统，以

蓬勃的生命力去勇敢面对各种时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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