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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在

莫斯科向世界阐发了“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一年后，他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深刻阐释新时代中
国的文明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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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
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
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
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举办，不仅覆盖亚洲所有国家，
还向世界各大洲开放。

“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
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
……”来自亚洲 47 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
1000多名与会代表发表的成果文件，彰显各方对平等、
互鉴、对话、包容文明观的广泛共识。

2019年11月，正在希腊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雅
典卫城博物馆，“沉思的雅典娜”浮雕吸引了他的目光。

“她在思考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习近平总书记讲
起“止戈为武”的中国典故，陪同参观的时任希腊总统帕
夫洛普洛斯点头表示赞同。

“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
为公’、‘和谐万邦’的理念。中国绝不会搞国强必霸，也
不认同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
文化基因，也没有这种野心。”习近平总书记说。

谈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观、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理念，当年出席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帕夫洛普
洛斯由衷感慨，“这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和中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于历史深处探寻，中华文明绵延传承，始终在兼收并
蓄中历久弥新。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甘肃考察首站来到敦煌
莫高窟。

栩栩如生的彩塑，精美绝伦的壁画，历经千年岁月沧
桑，依然焕发着令人神往的传奇之美，见证着多元文化的
交汇融合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
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
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
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

掷地有声的话语，向世人传递出宏阔高远的文明观。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这是理念，更是行动。
“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

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
不同之处、独到之处”。

在墨西哥漫步于奇琴伊察玛雅文明遗址，领略古老文
明间的奇妙“相遇”；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以茶和酒
作喻阐述东西方文明异同；在埃及卢克索神庙，忆及文明
交往的源远流长；在印度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畅叙
文明互鉴的悠久渊源；在斐济穿上“布拉衫”，倾听原住民
的祝福歌谣；在沙特阿拉伯“四方宫”，与当地群众共同起
舞……

一场场“文化外交”，展现出中国对其他文明的尊重
欣赏。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
和谐共生，为建设美好世界注入深厚持久的力量。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渴望读懂中国。
“中国式现代化令人钦佩。”多次来华访问的法国总

统马克龙，对中国发展有着深刻观察。
历史定格下这一意味深长的瞬间——
2023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邀请法国总统马克

龙漫步岭南园林。千年古琴奏响《高山流水》，两国元首
一起欣赏。

“了解今天的中国，要从了解中国的历史开始”，习近平
总书记纵论古今，强调“我们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这两天里，我们的交流友好深入，使我进一步领略
了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增进了对现代中国治国理

政理念的了解。”马克龙说。
深厚的文明底蕴，积淀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智

慧，涵养了“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绘就古老大国走向复
兴的雄浑底色，也照亮人类文明的未来。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不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中英文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世界瞩目。翻开书页，镌刻
在五千多年华夏文明基因里的天下情怀，在新时代闪耀
更加夺目的光彩。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世界之中
国。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
总书记一语道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

今年初，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的电视剧《山海情》在多
个阿拉伯国家陆续播出，中国人民战贫脱贫的顽强意志
和生存智慧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广泛共鸣。

从影视作品和经典著作互播互译到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到共赴星辰大海的发展合作，
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理念与智慧，正跨越时空、超越国度，
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带来深刻启迪。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2023年3
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引发国内外广泛
关注。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应对
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迈向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需要
文化文明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观，秉持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赋予“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这一中华文化蕴含的“天下观”崭新内涵，为
时代发展提供正确指引，为人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

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谋大同。
新时代中国，不断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汲

取智慧力量，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同世界各国
携手并进，共绘人类文明壮丽画卷！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记者张旭东、林晖、周
玮、史竞男、王鹏、徐壮）

（一）

这样的使命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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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担当铭刻定力、远见和卓识——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

…………
2023年6月，中国历史研究院。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
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坚定文化自
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
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历
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
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中
国精神的重要贡献者和示范者。

立足日新月异的现在，从北京冬奥盛会展示新时代中
国自信、包容、开放的大国形象，到大唐芙蓉园的梦回千年
展现中华文化包容四海、兼纳百川的精神风貌，再到北京
中轴线、京杭大运河等一大批文化遗产绽放新韵……泱泱
中华，万古江河，今天中华文化更加蔚为大观，中华文明更
加光彩夺目。

迈向光明宏大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作出重大部署，强调“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力量”。站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吸吮着中华
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眺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壮阔前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
中国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
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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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
贡献，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二）

文者，贯道之器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

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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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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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信”……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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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
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
总结，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梦想为帆，用奋斗作桨。新时代十年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文
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四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在守正
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为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
局面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前进动力更加强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
量”，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
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
为条件”。

新时代文化建设成就非凡、文化自信夯基铸魂。从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到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再到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代
表大会……在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
建设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正本清源中廓清了
理论是非，校正了工作导向；从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从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一系列激浊扬清、固本培元的重大举措，在
全社会唱响了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
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2021年3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一席话，令人感慨万千。“平视世
界”的自信，源自新时代我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源自世界潮流浩荡向前的“时与势”，也
源自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

当《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流浪地球》
这些浸润着中华文化、饱蘸着中国精神的精品力作在海
内外热播；当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日益走进人民群众心中；当
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的“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会
成为世界的引领”正在变为现实，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
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立，奋斗精神更加昂扬。
（下转07版）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任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