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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

统一的原则,梳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脉络,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及其理论成果,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的划时代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涵括了文化的地位作用、前

进方向、建设目标、实践路径、发展动力等丰富内涵;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人民

至上、胸怀天下等理论品格;体现了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极端重要性、“两个结合”的方法准则、新

的文化使命等原创性贡献。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在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务必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

明确新的文化使命的本质要义和精神底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自信自强、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在继

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实践中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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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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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

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从理

论层面解读、从学理维度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发挥其指导作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环节,有着

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研究动态与问题提出

自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以来,国内学界迅速掀起研究热潮,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

脉络、丰富内涵、鲜明特征、原创性贡献、重大意义以及实践理路等论题进行了深入阐释、系统研

究,形成了若干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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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脉络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由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提供直接的思想来源、坚持

“两个结合”提供科学的方法路径[2]。还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要求,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总结。”[3]也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

化思想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总结提炼党的文化建设理

论成果、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4]。

其二,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内涵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包

含了文化使命论、意识形态建设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论、国际文化交

流论等“十论”,是文化之魂、文化主导、文化主体与文化主脉的有机统一体[5]。也有研究者认为: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

径。”[6]还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使命为统领,由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权益、

文化共识、文化引领等方面构成的完备理论体系。”[7]

其三,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特征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守魂脉、

守正创新,赓续根脉、茹古涵今,指导实践、引领变革,胸怀天下、造福世界的重要理论,充分彰显

了“两个结合”的理论特质[8]。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认
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等鲜明特点,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以及开放性[9]。还有学者

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文化主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历史自信与

文化自信的统一、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的统一[10]。

其四,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

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在坚实文化基础上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着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担负好文化使命、坚持“两个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倡导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人类文明

发展[11]。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丰富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理论表达,从文化发展的

本质要义、形态呈现、主体力量、领导权等方面,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础

性、核心性问题,极具学理性和原创性[12]。还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于

提出了文化使命论、文化主体论、文化自信论、文化创新论[13]。

其五,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重大意义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了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及其现实要求,为完成新的文化使命提供理论指导,明确了新时

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关键着力点[14]。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新时代中华民族

文化奋进的光荣使命、新的文化奋进应坚持的必由之路、新的文化奋进应高扬的文化精神以及新

的文化奋进应着力的关键任务[15]。也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

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新境界。”[16]

其六,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理路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要

“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持续提高政治站位、深化理解认同、推进转化落

实”[17]。新征程上要“把握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科学内涵,明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与要

求,创新文化建设的路径和方法,更有力地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高度文化自觉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18]。有学者认为,要解决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失声”“挨骂”等现实困境,必
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科学指南,在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践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守

以人民为中心的初衷、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打好主动仗[19]。

其七,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文化建设具体问题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明确基本定位、明晰方法遵循、找准根本依托,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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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践提供了根本指导[20]。有学者认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中国社科学术期刊从突

显中华性、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入手,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21]。有研究者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统一战线以团结培根铸魂、

凝心聚力的时代任务。”[22]

纵观学界已有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阐释,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深厚扎实的前提和基础。但在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全面、系统、整体

研究上还存在薄弱环节。毛泽东在论析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

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

思想。”[23]本文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立足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历史渊源,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品格及其原创性贡献,总结新时代党

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分析如何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次提出与系统阐述

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凝结了新时代文化建设

理论与实践的智慧成果。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首位的就是要考镜源流,细致梳理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主线脉络,深入考察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擘画文化发展的理

论升华,准确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的划时代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须臾不可离开精神文化的支

撑。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民族曾一度陷入精神危机和文化困境。李

大钊等党的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们从以往各种失败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幡然醒悟,深刻认识到“文
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此岂细故也哉”[24],主张中国革命前途必须要找到真正代表社会发

展方向的新的社会文化。新文化运动登上历史舞台,迅即掀起思想解放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发展”吹响了前进号角。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揭示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创
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论,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5],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内容,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造了有

利的文化条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统揽中国的具体情况、社会存在

的各种矛盾以及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

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26]我们党坚持这一方

针,遵循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统一的原则,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抓手大力宣传先进文化思想,“有
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

子为人民服务”[27],从科技、道德、文艺、教育等方面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不加强精神文

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28]。我们党正确把握“除旧”与“立新”、文艺与

政治的辩证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

争”[29]209,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

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29]408,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基本方向和根本目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30]。我们党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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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上始终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31]276;在文化建设的目标上发展科教事业、繁荣文化事业,丰富和充实人们

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31]295;在文化建设的方法途径上“以科学

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31]277,形成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性认识。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

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32]639,系统总结改革开放

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课题。我们党

遵循“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32]542的重要方法论,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33],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所在、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深刻

回答了这一时期“文化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之问。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及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复

杂多变,面对“两个大局”带来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尤其是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渗

透、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等新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召开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就
如何应对宣传思想工作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

2013年8月,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

这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
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34]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性质和新时

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职责,明确了“四个讲清楚”,即“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

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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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

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

础”[35]17,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这一系列的重要论述深刻阐

明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认识和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这一重大论题。

2018年8月,党的十九大之后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

议并在会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36]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概括为“九个坚

持”,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5]338。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突出了宣传思想工作“兴文化”的使命

任务,要求将宣传思想工作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指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行动

方向。

2023年10月,党的二十大之后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

这次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1],明确了新的文化使命,

提出了“七个着力”的战略部署,即“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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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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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1]。这次会议与前两次相比,不仅在名称上增加了“文化”二字,更为重要的是首次提出了习

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建设方面发表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

结晶集合,也是这次会议的最大理论成果。这一思想与此前党中央先后提出的习近平强军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紧密关联、相得益

彰,丰富并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体系。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的划时代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

新的高度,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亦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具有划时代的重

要意义。第一,深刻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结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新要求、作出新部署、实施新举措,有力回答了新时代“建设

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重大问题,推动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深刻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凝结形成了习近平

文化思想。第二,充分彰显“两个结合”的必然理论结果。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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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4,揭示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

以民族形式和文化内涵,进而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发展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新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

是“两个结合”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及其融通共生的闪亮体现。第三,有力丰富党的理论创新成

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或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

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了党的理论

创新前行发展。

三、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分析清楚这一思想的丰

富内涵、理论品格及其原创性贡献,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理论源头。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中,就文化的地位作用、前行方向、建设目标、实践路径以及发展动力等基本问题进行

了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习近平文化思想。

第一,论文化地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

以持续长久”[38],全党“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37]289,聚焦解决一个时期

以来存在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文化建设在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中国国际形象以及提升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极端重要的作

用,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第二,论文化前进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37]431,鲜明

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由谁引领、靠何指导、循何道路”等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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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建设前进方向,以科学规律为基

础制定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用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整合文化建设的资源力量,从根本上保

障文化的繁荣兴盛;明确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灵魂,“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39]34;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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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94,倡导锚定文

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价值导向。

第三,论文化建设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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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使命

的首次提出,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任务和根本目标,要求在诸如加强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建设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和网络文明、加强新闻舆论传播、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着力解决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的“失声”与“挨骂”问题等薄弱环节和重点

领域上推进文化建设。

第四,论文化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务必巩固文化主体性,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础上赋予其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内涵和新形式,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丰富广大人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他多次提出要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夯实文化建设的根基和底气、在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增进文化认同、在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创造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等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第五,论文化发展动力。文化在开放包容中互相交流借鉴、彼此取长补短,这是文化得以发

展、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37]228这一重要论断强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加强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也
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类型的文明、不同国家的文化在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文化走向多元繁荣,共同建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的文化世界。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当代中

国文化建设的本质与规律,呈现出十分鲜明的理论品格。

第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处理文化领域“体”与“用”的辩证关系,破
除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等体用分割的片面性的弊端,确立了中国

文化建设的坐标。所谓“体”,指中国文化建设的根和魂,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以马克思主

义为内核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着文化主体性、本源性、独特性以及文化建设的

本质属性和发展方向。所谓“用”,指围绕文化建设的根和魂而作出的一系列具体工作部署、实践

方案,解决的是中国文化建设的“体”如何巩固、怎样实现的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当代中

国文化建设的“体”,构建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用”,实现了二者贯通,为持续推进新时代文化

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第二,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又一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一方

面,这一思想是动态、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持续深入

而不断充实完善,在理论上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品性。另一方面,这一思想突出强调在世界经济

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既要立足本来、更要吸收外来,主张在世界多

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学习、借鉴和吸收其他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充分体现了开放性和包容性的

理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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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民至上、胸怀天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人民至上、胸怀天下的理念宗旨,科学回答

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建设的价值立场是什么、目标归宿在哪里等重要问题,及时回应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强调人民群众既是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也是文化建设的

受用主体,主张发挥人民群众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这一思想倡导各国在

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开展彼此友好的文化交流互鉴,为世界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不同

文明国度之间的和平相处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总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重大论断和观点,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又推进着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守正创新。

第一,突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坚定文

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所具有的思想保证、信念支撑、价值引领、共识凝聚、智力支持、精神动力激发等重要作

用,多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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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50的重要

论断,并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极大地丰富了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宝库。

第二,明确提出文化建设“两个结合”的方法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

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41],提
出“两个结合”的科学观点,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民族

化、本土化的文化资源的保护性挖掘、现代性转化和时代性利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立足世界多

元文化对如何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本质要求和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第三,战略擘画新征程上党的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的文化使命”,将长期以

来文化建设的客体对象由文化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指出了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层次和站

位上更高的奋斗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将在已经传承和延续5000多年的中华文脉的基础

上,为古老的中华文明赋予现代化、时代化的鲜活生机,进而拓展中华文化存在的时空区间,实现

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的新起点上,自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朝着更远目标前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

治勇气和历史担当。

四、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深化

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重点项目、统筹实施创新举措,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于此,分析清楚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实践基

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成效卓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全面加强了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体制机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提供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

立足时局大势、结合时代要求、满足人民向往,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和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怎样坚持和加强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等”重大问题,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保证。二是完善制度体

系。我们党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

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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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纲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确
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建强干部人才队伍。我们党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以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业务能力建设为重点、以领军人物和专业人才培养为抓手、以夯实基础人才

队伍建设为支撑、以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为保障,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队伍。
(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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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

被动局面,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42]。一

是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领导用这一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

人民、指导实践,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深入地影响着世界。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

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战线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工

作,积极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工作导向,夯牢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思想文化基础。三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确立。在全党完善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和改

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切实在思想道德建设、文化文艺发展、新闻舆

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以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等方面充分体现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党的基本方略之中,广
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当代中国立心铸魂与培根育人明确了精神追求、提供了价值标

准,有力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维系了社会和谐稳定。一是时代新人培养卓有成效。党中央以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正

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凝心聚力功效充沛强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容广泛传播,关于国家、社会、公民不同层面的价值要求日益成为人们日用

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发挥出了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三是落细落实落小深层融入。通

过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贯穿国民教育

全过程,日常宣传思想工作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等全领域,广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蔚然成风,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四)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从职责使命、基本方针、实践路径等方面,科学

回答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为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

新闻舆论战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提升,为奏响奋进

凯歌、凝聚民族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新闻舆论战线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要求,坚持以

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广泛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建
设县级融媒体中心2585个[43],不断拓展全媒体传播阵地,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大格局建设。

二是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新闻舆论战线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充分发挥传统

与新兴、中央与地方、主流与商业、大众化与专业性等不同类型媒体之间的互补优势,推广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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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积极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三是锻造能打胜仗的新闻舆论队伍。新闻

舆论战线工作者深入践行党的要求、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强化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教育实践,开展“新春走基层”“好记者讲好故事”“记者再走长征路”等活

动,锻造了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发展中华文脉、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明确的

科学态度和原则要求,有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是延续文化基

因。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全社会延续文化基因氛围日渐浓厚。二是

萃取思想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推动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和中华文化资源普查、中华文明探源

以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重大工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文化殿堂相继建

设落成,《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编纂出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一池春

水”生机勃勃。全国各地逐步建立文化资源数据库,持续加强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建立完善

有关协调机制,使中华文脉的赓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抓手有路

径。三是彰显精神魅力。随着传承发展的深入推进,愈发注重需求与供给、内容与形式、实践与

养成的结合,包括文物、遗产、文字等在内的重要文化承载形态都“活”了起来,在中华文化交流互

鉴的过程中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独特风采,展现出了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
(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迈出重大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
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升精神食粮供给质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迈出

重大步伐。一是文化文艺创作生产持续繁荣。我国文化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将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重大主题作品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刚需”,现实题材作

品成为文艺创作主流,网络文化创作生产蓬勃发展,文化文艺作品质量显著提升,逐步实现从“高
原”向“高峰”的迈进。二是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党中央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国家公共文化云、智慧广电、智慧图书馆、智慧博物

馆、数字农家书屋等,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设施运营和服务供给新模

式,提高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三是文化及其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我国在文化投入、文化生产、文化供给、文化传播等方面稳步增长,文化和旅游产业成为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新引擎,逐步建立起对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格局。比如,2012—2021年间,全国公共

图书馆数量由3076个增长至3215个,全国博物馆数量由3069个增长至5772个,全国电视节

目综合人口覆盖率由98.2%增长至99.7%,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量由7321个增长至18370
个[44]。又如,以2022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为例,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16.5万亿

元,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比超过30%,文化产业资产规模超过31万亿元,文化产业R&D
投入稳步增长,投资规模继续扩大,资产总量、利润总额、投资规模均保持增长状态[45]。

(七)持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我国外交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在文化方面秉持开放包容,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

入强大文化力量。一是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我国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不断

加强同各国的交流互鉴,比如,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发出了“一起向未来”的时代强音,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广阔新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各类人文合作项目精彩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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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成立等,勾勒出了不同文明之间互学互鉴的美好画卷。二是提升文化贸易

国际竞争力。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在文化贸易中的份额快速增长,推动文化技术标准、

装备制造“走出去”,促进艺术品展示交易、内容加工制造等领域进出口创新发展。截至2022年,

在93个国家派驻了文化和旅游机构,与157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和旅游合作协定[46],逐步

形成了区域性国际市场。三是积极与世界人民共享文化成果。我国成功举办“中埃文化年”“金
砖国家文化节”等重要活动,巴基斯坦、新加坡、柬埔寨、越南等中国文化中心揭牌成立,丝绸之路

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图书馆、美术馆联盟成员单位达到500多家[47],“欢乐春节”年在130
余个国家举办约2000场活动[48],“美丽中国”“发现中国之旅”等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

客亲身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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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

容,坚持守正创新”[1]。这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路线

图、任务书,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动员令与集结号,充分显示了我们

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使命担当与历史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有必要分析清楚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一)新的文化使命的本质要义

新的文化使命意指什么,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新的

文化使命”,强调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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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35]339。

2023年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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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足见“新的文化使

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统合古今之变、把握历史之脉、顺应时代之势的基础上谋划现实、开辟未来

的重大论断,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任务要求而提出的,是在“两个大局”

进入关键时期的现实基础上而提出的,充分显示了我们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使命担当和历史自觉。
“新的文化使命”的本质要义在于: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具体而言,首先,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是基础,强调继承赓续中华民族血脉、共建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高扬中国共产党精神旗帜。其次,建设文化强国是关键,强调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道

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建立建成文化事业强国、文化产业强国。最后,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是归宿,强调要在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美好

向往、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文明发展趋势,创造出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三者相互作用、彼
此关联,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性支撑和战略性工程,建设文化强国是谱写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任务和全局性保障,三者共同指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创造中开

展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推动文化进步,致力于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谱写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新华章。
(二)新的文化使命的精神底蕴

“新的文化使命”蕴意着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建设的精神基因与深

厚底蕴,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1]。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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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新文化的独特标识和闪亮特色,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赖以发展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强大精神力量。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新的文化使命”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

文化信念以及文化图强等思想理念和情感状态,即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尊重和认可自身

的文化并引以为豪、视之为傲,礼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珍惜弘扬革命文化、发展引领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

的心态,彰显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底蕴。

第二,秉持开放包容。“新的文化使命”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视野、文化格局、

文化情怀以及文化胸襟等胸怀修养和气度姿态,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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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博大宽广的胸怀广泛开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积极主

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文化传播、对话、比较的过程中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

容、互鉴、互通,以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方式去芜存菁、择善而用,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彰显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底蕴。

第三,坚持守正创新。“新的文化使命”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题、文化主线、

文化追求和文化梦想等思维方法论和行进根目录,即在握牢马克思主义“魂脉”、守住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根脉”的基础上遵循文化发展内在要求和普遍规律,以打开新思路、推出新话语、探索新

机制、打造新形式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增强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赓续中华民族历史文脉、谱写中华文化当代新篇,彰显守正创新的精神

底蕴。
(三)新的文化使命的实现路径

实现新的文化使命需要什么样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

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1]这一重要指示,既在理论层面上提供了整体指导和根本遵循,也在

实践层面上提出了工作要求和路径指引。

第一,强化理论武装提供坚强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源于实践且又对实践具有指

导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0]。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

有革命的运动。”[51]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作为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首要政治任务。新征程担负新的文化使命要坚持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切实增强做好

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第二,坚持自信自强供给强大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指由人的理想信念、思想观念、价值理念、

思维活动、道德意识以及心理状态等产生的激情与活力、意志与毅力、秉性与品质等的总和。新

征程担负新的文化使命要坚持自信自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基础和前提条件下,

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精神血脉和智慧养分等坚守中

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用坚定的信仰、如磐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持

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用坚忍的志气、自立的骨气和强大的底气努力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第三,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文化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52]高质量发展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是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题所在,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新征程上,我们党要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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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

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丰厚养分,为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营造良好环境,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辉煌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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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inpingThoughtonCulture:TheGuidingTheoryandFundamental
PrincipleofActioninCPC-LedCulturalConstructionintheNewEra

HUANGRongsheng1,GENGJing2
(1.CenterfortheTheoreticalResearchonMarxism,

2.SchoolofMarxism,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XiJinpingThoughtonCultureisthetheoreticalsublimationofthepracticeculturalconstructionledbythe
CommunistPartyofChinaintheNewEra.ItistheculturalchapterofXiJinpingThoughtonSocialism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InlearningandpractisingXiJinpingThoughtonCulture,itisnecessarytoadheretothe
principleofcombiningtheorywithpracticeandunifyinghistorywithreality.Itisessentialtosortoutthecontextof
culturalconstructionledbytheCommunistPartyofChinaoverthepasthundredyears.Itisalsoimportanttoreview
thepublication,ideologicalworkconferencesandtheirtheoreticalachievementssincethePartys18thNationalCon-
gress,andtorevealtheepoch-makingsignificanceoftheformalestablishmentofXiJinpingThoughtonCulture.XiJin-
pingThoughtonCultureincludestherichconnotationsoftheculturalstatus,role,direction,constructiongoal,practice
path,anddevelopmentimpetuscontained.Anditshowsthetheoreticalcharacterofunderstandingtheculturebyitsna-
ture,effectsandmethodology,keepingpacewiththetimes,beingopenandinclusive,puttingpeopleinthefirstplace,
andconsideringtheglobalsituation.Itembodiestheimportanceofstrongculturalself-confidenceandculturalsubjec-
tivity,themethodologycriterionof“twocombinations”,andtheoriginalcontributionofnewculturalmission.Thecul-
turalconstructionledbythePartyintheNewErahasmadehistoricachievementsinstrengtheningtheParty'sleader-
shipoverthepublication,ideologicalandculturalwork,andcultivatingandpracticingcoresocialistvalues.Toeffectively
shoulderthenewculturalmission,wemustclarifytheessentialmeaningandspiritualconnotationofthenewcultural
missionundertheguidanceofXiJinpingThoughtonCulture.Weneedtostrengthentheoreticalarmedforces,adhereto
theideaofself-confidenceandself-improvement,andpromot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ulturalconstruction.Bydo-
ingso,wecandemonstratenewachievementsinthepracticeofcontinuingtopromoteculturalprosperity,buildinga
leadingcountryinculture,andpromotingthemoderncivilization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XiJinpingThoughtonCulture;theCommunistPartyofChina;workonpublicity,ideologyandculture;new
culturalmission;socialist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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