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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023理论热词访谈录

本报记者 潘如龙 章 忻 周宇晗

编者按：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党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新时代党领导
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岁末年初，我们特邀3位国内知名专家进行访谈，
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进行简要梳理解读，为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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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2023年的全
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着力
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如何赓续好中华文脉？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第十三
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

“以和为贵”“以人为本”“以心为要”
记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您认为赓续中华

文脉包含哪些内容？
叶小文：可赓续三条文脉。
文脉之一是“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和”是中国历史

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也
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而不
同，才能万物并育、大道并行。

文脉之二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中华传统文化的
底色就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以人为本。从孝慈、孝悌到孝忠
的“修齐治平”，从“以人为本”到“以民为本”的践履笃行，扩
展为亲民、“仁民”、德政、“仁政”等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纲
常伦理秩序和国家社会制度，归结起来，就是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文脉之三是“以心为要”的常青之道。阳明心学致力于
确立、凝聚、强大、坚韧内心之定力，强调“心即理”，讲心之
定力；“事上练”，讲心增定力；“致良知”，讲心聚定力。从哲
学角度看，阳明心学是在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即思维主体和
存在客体的存在性和差异性；从实用角度看，它则是指向一
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常青之路。

赓续中华文脉要做到明体达用
记者：如何理解赓续中华文脉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之间的关系？
叶小文：“体”和“用”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对基本概念。

“体”是基础、是根本，“用”是作用、效用，是依赖于“体”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体用贯通，强调“体用不二”“体用一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体”的一部分，它具有“亘古亘
新”之特色，在“其命维新”中因因相承、因因相革。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源自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文化定力与文化活力。理出和赓续上述三条文
脉，皆可达大用。

发挥赓续中华文脉的三重作用
记者：赓续三条文脉，有哪些方面的效用？
叶小文：文脉之一的“达用”：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
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
进程中长期奉行“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和对抗性零和博弈
思维不同，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
代化模式。和平崛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得通、行得稳，
不仅因其符合实际，也因其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脉之二的“达用”：中国推进着人类新文明复兴的潮
流。近代西方提倡的人本主义过多地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
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
膨胀的个人。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
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导致
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
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
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可以称之为“新文明复
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可以称之为“新人文主义”。以深
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大步迈
进、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高扬新人文主义的旗帜，推进着人
类新文明复兴的潮流，贡献于人类共圆“现代化梦”的愿景。

文脉之三的“达用”：建立共产党人坚韧强大的“心
学”。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政党，不仅能够铁腕反
腐、刀刃向内，还有立党为公、坚守初心使命的强大内心定
力，从而保障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我们不妨从中华传统文化“以心
为要”的常青之道中，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
力，增强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健体的抗体，增
强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建立共产党人坚韧强
大的“心学”，保证始终屹立在道德的高地，迎接市场经济的
挑战，战胜市场经济的考验。

赓续文脉、明体达用，脉可理三条，皆可达大用。当然
还有待深入研究，或许不仅于此，不限于此。用一句话总
结，“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八个字是实现民族复兴的“软
实力”，唯有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才能实
现国家和民族的崛起。

赓续中华文脉
走稳文化自信之路

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是一把
金钥匙。如何把握“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
关系？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辛向阳。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
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记者：“两个结合”是如何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
和发展的？

辛向阳：从理论上看，“两个结合”使我们能够清晰地
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客观规律，为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规律性认识前提。“两个结合”不仅
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能够更加深入具
体地把握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普
遍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在“两
个结合”的推动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了许多规律性认
识：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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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化使命等。

从实践上看，“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
活中华文明的基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
义的文化生命，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文化实践
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一条践行
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充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
民多样化和高质量精神文化需求的道路；坚守中国共产
党的文化领导权，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
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
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有了更加强大的
文化自信，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华文明在和世
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出更加鲜明的文化特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深化“两个结合”
的生动典范

记者：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哪些方面深化了“两个结合”？
辛向阳：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

真理性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魂脉”更加有力。在人类
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
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
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坚
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才能繁荣发展。中国人民在长期生
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
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坚持好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我们的文化强
国建设就有可靠的保证。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方位地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生生不
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
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
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
义成为中国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文化形态上成为中
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不仅要使中国特色
理论创新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宝贵资源，而且要更好地运
用五千多年来潜移默化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模式
和独特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更加
自觉地把握好“两个结合”

记者：如何继续用好“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学习贯
彻、丰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

辛向阳：“第二个结合”是重中之重。要进一步解
放思想，通过“结合”打开创新空间。主要有两方面内
容：一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不断
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深厚底蕴。中国式现
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
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
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过去一直、
今后也将继续为文化建设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主
义的精神品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使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发展的。随着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深深扎根、开花结果，中华文化不断扬弃自身
旧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马克思主义赋予了这
一文明宏远的目标和革命精神，使其更富人民性和国际性，
由此孕育出来的现代化文明具有无比光明的前景。

“两个结合”：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金钥匙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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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0 月，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再一次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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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怎样理解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习近平文化
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

记者：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
察时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理解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与新的文化使命之间的关系？

韩庆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的最高目标。所谓“使命”，有层层递进和提升的三重意
蕴：它是需要完成的任务、实现的目标、担当的责任；这种任
务、目标和责任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因而，我们的党员干
部需要将毕生精力乃至生命投入到这种任务、目标和责任
上来。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三者之间是逐步递进和提
升的关系：推动文化繁荣的目标是建设文化强国，建设文化
强国的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记者：怎样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习近平文化思想
之间的关系？

韩庆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一个
根本要素和核心内容。“魂脉”和“根脉”相结合，造就了一
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马克思主义为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从中可以提
升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两大基石，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
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这两大基石，创立和形成
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三者是逐步递进和提升的关系。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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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中国
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

韩庆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
现代转型，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和基因，没
有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则是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代展现和
时代彰显，二者是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关系，是与时俱进的
转化升级关系，是辩证扬弃关系。

记者：怎样以比较视野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
文明？

韩庆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近段时间，他集中思
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其意味深长、意义深远，反映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
思考，回应了对人类文明重建的呼唤。中国能为世界贡献
什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
世界眼光胸怀天下，以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
形态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进
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
义，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一是看中华文明和
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文明、西
方文明的扬弃和再造。中华文明以道德伦理为鲜明特质，侧
重于人和人的关系，西方文明则以知识、竞争、资本为本质特
征，侧重于人和物的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扬弃这两种文
明，再造成为以“主主平等普惠”为哲学根基的文明。

二是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
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空间上可从两个维度上来解读：
就国内而言，它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就世界而言，它是
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的本质是同一的，但实现方式
和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具有多种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进一步说是一种代表人类发展趋势
和世界发展走向且具有光明前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是从巩固文化主体性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根本和实质上是“主体性”
建设，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归根到底是“主体性”之
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创造经济快速
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基础上，注重大力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注重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注重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注重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话语体系和话语
权建设，注重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因而既破解了“古今中西
之争”，又有助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还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坚定了文化自信，巩固
了我国的文化主体性，掌握了党对文化的领导权。

多维度理解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嘉宾简介：辛向阳，第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党委书记、院长，二级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
导师】

【专家简介：叶小文，第
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曾
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
书记、第一副院长；国家宗
教事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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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韩庆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
工作室领衔专家，曾任中
央 党 校 校 委 委 员 、副 教
育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