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

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

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明确要

求。2017年，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掀起热潮。2021 年，中宣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部署当前传

承发展工作。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不断

深入，传统节日热、文物热、非遗热、博物馆热纷纷兴

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

传承有抓手、发展有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

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

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做好传承发展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摸清文化家底，以重点项目为牵引。

江西芦溪县对张佳坊龙上红军学校、芦溪东阳

红军交通站、长丰王麓水故居、大江边村湘东（萍乡）

苏维埃政府旧址等革命旧址进行修缮，稳步建立健全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县文广新旅局局长彭碧元

说：“我们整理红色资源，开展革命遗址、革命文物排

查、登记等工作，使观众从身边的红色史料中切实感

受党的光辉历程，让党的红色历史‘看得见、摸得着、

读得懂’。”

这是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全国深入开展文化资源普查梳理，夯实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明确中国传统

村落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戏曲

传承振兴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等 23 个重点

项目，以项目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让传承有抓手、

发展有路径。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提高保护传承水平。

今年 1 月，“吾家东坡——苏轼题材文物特展·
《苏轼书法全集》（四十五册本）图录特展”在四川眉

山市三苏祠式苏轩举办。这是眉山三苏祠式苏轩文

物库房、展厅改造提升工程项目顺利竣工后举办的首

个展览。文物展厅改造提升项目历经 3 年建设，占地

面积约 3500平方米。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说，过

去由于缺乏展陈条件，三苏祠近万件馆藏文物基本上

是“锁在深闺人不识”。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三苏祠拥有了现代化展陈馆，深藏苏宅的精美

文物从此有了“新家”。“未来，所有文物将向公众逐步

开放。”陈仲文说。

近年来，《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

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关

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等

文件相继出台。各地不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

针，加大投入力度，运用现代科技力量，提高保护传

承水平。

——完善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2018 年，由中央宣传部牵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部际协调组建立。各成员单位共同

研究协调传承发展重大问题，论证、指导重大工程项

目实施。各地陆续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强督查

调研，提供制度保障。

在部际协调组的大框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领

域申遗工作协调机制、国家文化公园省部际联席会

议机制、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部际协调机制、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旗舰项目专项工作协调机制等相继建立完

善，形成了工作合力。

实践结合养成、形式结合内容

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

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滋养文艺创作，推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

与遗产地的保护者、研究者、居住者、见证者、体

验者相遇，在互动体验中了解文化遗产地背后的故

事。文化节目《万里走单骑》第二季带领观众走进周

口店、故宫、北京中轴线等，挖掘背后故事，展现文化

遗产的魅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说：“希望更

多人开启自己的探索发现之旅，品味中华优秀文化的

甘甜与富饶，并成为它们坚定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动画

片《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

《航拍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涌

现出一批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作品。

——创新表达方式，注重转化利用。

用铲子、刷子等“考古工具”，在泥土质感般的曲

奇碎中，“复原”出巧克力制成的四羊方尊。中国国

家博物馆推出的文创四羊方尊考古巧克力，受到了

消费者热捧。近年来，国家博物馆开展博物馆教育

活动、开发文创产品、推出线上资源，吸引更多年轻

人亲近传统文化。

通过对文物、戏曲、诗词等传统文化的创新转

化，公众尤其是年轻人更深地感知中华文化的魅

力。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说：“近年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更直接、广泛、深入地进入了大众视野，吸

引了人们的关注，引发了人们深入探究传统文化的

兴趣。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渴

望。文艺工作者要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

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融通多媒体资源，加大宣传力度。

舞者扮成唐宫乐伎，串联起多件国宝文物，上演

“博物馆奇妙夜之旅”……河南卫视的舞蹈节目《唐宫

夜宴》，令观众领略传统文化之美。今年，优酷和河南

卫视合作，尝试以短剧、中视频等形式，以《唐宫夜宴》

节目为核心，推出历史穿越的文化短剧。一系列新技

术的加入和运用，既让艺术点亮传统文化，也让技术

赋能传统文化。

综合运用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

等各类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力度不断

加大。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媒体融合的环境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更多元的展示路径、更广阔的传

播空间。

丰富历史文化滋养、助力经
济社会发展

随着传承发展的深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正在

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丰富历史文化滋养，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日渐

浓厚。

——融入生产生活，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今年春节期间，国家级非遗项目重庆梁平木版

年画代表性传承人徐家辉，向市民展示传统木版年

画的制作过程。在他的手中，一张张印着老虎、红

包、福字的年画，很快套印绘制而成。围绕春节、元

宵、端午、中秋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各地纷纷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老字号嘉年华”等宣传推

广活动，丰富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更好地融入人们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说，让传统文化

活起来，要发掘其中所蕴藏的价值观、理念、思想，

将之提炼出来“为我所用”，更要切切实实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

在浙江湖州南浔区双林镇绫绢传承馆，学生们

定期来到这里，体验绫绢织造技艺。双林绫绢织造技

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该镇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成立

绫绢文化体验馆、传承馆，开展非遗文化研学活动。

双林镇党委委员吴高杰说，当地聚焦绫绢技艺传承发

展，让双林绫绢走进学校，使这项千年传统工艺焕发

光彩。

近年来，全国大中小学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

材体系，加强国民礼仪教育，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

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开展“传承的力量”学校体育

美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目前，

全国高校建设 100 多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全国中小学建设近 3000 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

术传承学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

教育全过程各方面。

——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彰显中华文明魅力。

以“多元文明并置，古今文明相通”为主线，采取

“传统展示+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亚洲历

史悠久、文化融合、多元共生的文明特征，反映地缘

相近、民心相通、和平相处的亚洲文化。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期间，“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举办，来

自 40 多个国家的 400 多件文化瑰宝荟萃一堂，展现

了文化遗产跨越时空的魅力。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化节展、

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

介等，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

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

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

化精神弘扬起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

精神力量。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传统之美传统之美 浸润人心浸润人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珏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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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市民权县地处黄河流域腹地，这里的群

众喜爱威风凛凛、充满阳刚之气的兽中之王老虎，常给

孩子缝制虎头靴、虎头帽、虎头枕，在家中挂上虎画、在

屋山房角画上猛虎。但王公庄村村民们没想到的是，

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竟然带他们走上了致富之路。

“一开始是有人向我订一幅虎图，没想到卖了个

好价钱！”作为村里画虎带头人之一，王培双回忆

道。为了摆脱贫穷，他自此在原有画技基础上，开始

专心研究画虎，一发不可收，“从起初一幅画卖几块

钱，到后来一幅画卖数千乃至数万元。”

短短数年间，王公庄全村 1300 多人中有 900 多

人从事绘画和相关产业，村民们从荷锄弄镰的农民变

成能写会画的美术工匠，并形成了以王公庄为中心辐

射带动周边各镇村 3000 余人的绘画群和产业链。现

在村里 90%以上的绘画作品以销定产，在北京、广州、

西安、郑州、大连、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的绘画市场上，

都有专门出售“民权虎”的摊位，30％的绘画作品出口

到日本、孟加拉国等。

王公庄村还成立了王公庄农民绘画合作社，积

极对接国内电商平台，以农企结合的方式组建电商

孵化平台，使村民绘画收入大大增加。2021 年王公

庄村创作绘画作品 9 万余幅，销售产值近亿元。王

公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峰说：“每到虎年，‘民权虎’

在市场上就更走俏。今年是农历虎年，虎画市场看

好，村里的文旅度假区也在不断完善，相信虎村虎年

会更好！”

虎年虎村新气象
本报记者 朱佩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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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传统手艺人通

过短视频和直播等形式与公众“云见面”。他们一边

介绍产品，一边讲述技艺传承故事，传统文化以全新

姿态进入大众视野，赢得了网友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

和喜爱。

90 后苗族女银匠潘雪，生长于四代银匠世家。

以前缺乏销售渠道，银饰基本只在本地人中买卖，年

轻人并不乐于传承这门不赚钱的手艺。大四那年，

潘雪发现很多同龄人都很喜欢银饰，她于是回到家

乡，以“短视频+直播”的形式介绍手工银饰打造技

艺。“我拍摄的视频既包含古法银饰制作，也包括将

银饰与珐琅、花丝等工艺结合的创新，同时借助剧

情、挑战等形式，让传统技艺更加通俗化、年轻化、时

尚化。”潘雪说。

非遗触网，为传统文化扩大影响力打开了一扇

大门。对于非遗而言，可利用互联网传播载体进一步

激发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传承人而言，也能够借

此得到更多认同。正能量充沛、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

文化，也提升了网络直播平台的内容质量、文化底蕴。

从 2020 年开始，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都会在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与多家电商联合推出“非遗购物

节”，让人们与传统“亲密接触”，把非遗产品带回家。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某知名短视频平台上国

家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数量超过 1.4 亿，非遗产品总

成交额同比增长 15 倍，80 后成为非遗商品消费的主

力军。

非遗触网活力增
本报记者 郑海鸥

舞 蹈 诗 剧《只 此 青 绿》以 古 典 舞 蹈 再 现 山 水

画 之 美 ，令 观 众 惊 叹 ；舞 蹈《唐 宫 夜 宴》再 现 盛 唐

风 采 ，让 观 众 感 叹 传 统 文 化 的 深 厚 积 淀 ；电 视 节

目《中 国 诗 词 大 会》展 现 当 代 人 对 古 典 诗 词 的 热

爱 ，收 视 超 过 30 亿 人 次 ；以 传 统 文 化 标 识 为 设

计 元 素 的 故 宫 文 创 产 品 火 遍 全 球 ，销 售 额 节 节

攀 高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富有创新、富有成效的

政策举措激活了传统文化，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了起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

烈，点燃了人们蕴藏在心底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渴望与热爱。

新时代呼唤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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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解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发 展 历 程 、领 会 其

精 神 实 质 和 思 想 内 涵 ，是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的 前 提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民族标识，体现着

中华民族的气质与气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

利 国 家 生 死 以 ，岂 因 祸 福 避 趋 之 ”的 报 国 情 怀 ，

“ 富 贵 不 能 淫 ，贫 贱 不 能 移 ，威 武 不 能 屈 ”的 浩 然

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始终激励着中华

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契合于时代的要

求。在当今经济社会深刻发展变革、价值观念多

元多样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时代价值，汲取其中适应时代发展的

道德精髓，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

新 时 代 ，人 们 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 接 受 审

美熏陶、领略道德精髓、感受国家情怀、丰富人生

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融入时代、融入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展望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

将继续焕发生命力，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国

人骨气和底气的强大助力。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命力
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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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收视超过 30 亿

人次。图为《2022中国诗词大会》外景录制现场。

图②：近年来，逛博物馆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

式。图为苏州博物馆外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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