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网网址：http：// www. people. com. cn

2023年 6月

5
星期一

癸卯年四月十八

人民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5

代号 1-1
第 27358期
今日 20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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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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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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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化 兴 则 国 家 兴 ，文 化 强 则 民 族

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文化建设摆在

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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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今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展

现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和感召力显著提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

昂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

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

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

成 就 、发 生 历 史 性 变 革 ，根 本 在 于 有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

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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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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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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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

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

不断丰富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持学以致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 （下转第四版）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 6 月 4 日电 （记者刘诗

瑶、林渊）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消 息 ：北 京 时 间 2023 年 6 月 4 日 6 时

33 分，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

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

确认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陆身体

状态良好，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

5 时 42 分，按照飞行程序，神舟十五

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

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

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

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

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 舟 十 五 号 载 人 飞 船 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

体。3 名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完成大

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进行了 4 次出舱

活动，圆满完成舱外扩展泵组安装、跨

舱线缆安装接通、舱外载荷暴露平台支

撑杆安装等任务，配合完成空间站多次

货物出舱任务，为后续开展大规模舱外

科学与技术实验奠定了基础。

作为迄今为止执行任务时平均年

龄最大的航天员乘组，他们不仅刷新了

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

纪录，还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

历史时刻。

圆满完成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

务的航天员乘组，于 6 月 4 日乘机平安

抵达北京。（相关报道见第十版）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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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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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

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
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

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

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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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有关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国家图书馆将认真组织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滋养民族心灵、培育

文化自信’的阵地作用，努力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多作贡献。”

目前国家图书馆承担实施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华传统

文化百部经典》编纂等项目进展顺利。“我们一定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记录中华数千年文明的优秀传

统文化典籍保存传承好、研究阐释好、挖掘利用好。”熊远明说。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说，“中华文

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底蕴的集中彰显。

我们一定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

重要论述，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贡献更大力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

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深刻阐释，既道出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的特点，也点明了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

契合点。 （下转第三版）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时间：6 月 1 日至 2 日

日程：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

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理解了中华文明，才能读懂中国。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座 谈 会 上 ，习 近 平

总书记将他多年来对中华文明的深邃

思考，娓娓道来。

五个突出特性，排在首位的是连续

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如 一 条 波 澜 壮 阔 的 长 河 ，中 华 文

明一路奔涌而来，流淌过这片古老而

现代的土地，滋养着沿岸人民的繁衍

生息，浇灌出一片勃勃生机。总书记

言简意赅：

“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

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

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

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

定 了 中 华 民 族 必 然 走 自 己 的 路 。 如

果 不 从 源 远 流 长 的 历 史 连 续 性 来 认

识 中 国 ，就 不 可 能 理 解 古 代 中 国 ，也

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

未来中国。”

前 一 天 的 中 国 国 家 版 本 馆 考 察 ，

“连续性”的思索贯穿始终。

在兰台洞库，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

的杜泽逊教授，小心翼翼翻开斑驳的文

津阁本《九章算术》：“它可以说是我们

科技的老祖宗了，负数、分数、方程、勾

股定理，在当时最领先。”

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墨迹，无声讲

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跨越多少春秋，

历经多少沧桑，它们才来到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颇为感慨：“我们的

祖 先 ，在 科 学 发 萌 之 际 ，是 走 在 前 面

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没有中断，中

国文化没有中断，但在数理化上有些中

断，被赶超了。”

今 天 的 中 国 ，正 大 踏 步 追 赶 、奋

进。浩浩荡荡，生生不息。

兰台洞库的低温，裹着墨香扑面而

来。清朝年间，旷世巨著《四库全书》编

纂完成后，抄写七部藏于各地。

“文 澜 阁 我 去 过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切询问一座座藏书阁的命运。

只有三部原本保存至今。洞库内，

“四阁四库合璧”，何其璀璨又何其艰

辛。话题随之落到了“合古今而集大成”

的《永乐大典》上。以韵为纲，以字隶事，

总书记也牵挂着它们的整理修缮。

杜泽逊教授正埋首做这件事：“落

实您的批示，进展还比较顺利。”

“我们现在存世的有多少？”

“800 卷 ，400 多 册 ，只 占 全 书 的

4%。庚子事变，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损

毁太严重。很可惜！”

战乱、火灾、盗匪，铁蹄、灰烬、流

落，再到尘世遗珠、怀瑾重拾。那些藏

书的命运，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一段历程

的写照？

聚散沉浮，国运攸关文运。“盛世修

文。”在兰台洞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说起这个词，厚重的使命担在肩上：“在

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但每一

个时代都有一批人精心呵护它们，保留

下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一是平安稳

定，一是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保护、建设

的意愿，再有有这个能力。条件具备

了，那就及时把这件大事办好。”

巍巍大业、传世工程，重启于新时

代的今天。因为今天，有泱泱国力托

举，有太平岁月护佑，更有目光所及上

下五千年的远见、矢志民族复兴伟业的

担当。

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建设，正是习近平

总书记非常关注、亲自批准的项目，他

视之“文明大国建设的基础工程”“利在

千秋”。“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

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文化

不断流，再传承，留下的这些瑰宝一定

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托付道：“拜托

你们了！”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弦歌不辍，

薪火相传。 （下转第三版）

“ 推 动 中 华 文 明 重 焕 荣 光 ”
本报记者 杜尚泽

时间：6 月 1 日至 2 日

日程：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

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北京中轴线向北的延长线上，中国

历史研究院建筑似鼎如尊。从楼下到

楼上，步履匆匆纵览数千年。

楼下，有以西周何尊铭文“宅兹中

国”命名的专题展。石器、陶器、玉器，

青铜、绵帛、竹简，荟萃千载文明。楼

上，一场攸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

座谈会随之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文化关

乎国本、国运。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

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命题”。

思考的，也是从“宅兹中国”到“何

以中国”的时代课题。

几位发言的学者，同习近平总书记

面对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的

发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总书记专注倾听。

有学者说，“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

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水往哪个方向流，

却是与现实的实践需要和社会制度密

不可分的。”

有学者说，“科技一往无前，文化则

要‘瞻前顾后’。‘未来已来’这个词很流

行，但不要忘了‘过去未去’。”

有学者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

为伟大的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提供

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丰厚的文化滋养。”

回望，望向历史的深处，望向泱泱

文脉、九州精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从璀璨而久远的中华文明讲起。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他凝练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却又何止是在讲述文明？

前 提 是 彼 此 契 合 、结 果 是 互 相 成

就、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

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他深刻分析“两个

结合”的重大意义，却又何止是在聚焦

“结合”？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

持守正创新，他深入解读如何更好担负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却又何止是在诠

释文化？

贯穿这篇重要讲话的脉络精髓，是

一条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由文明而思民族，去读懂一个民族

的精神、品格、信念、胸怀、气节风骨。

比如，讲到统一性，总书记的这些话字

字铿锵，直抵人心：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

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

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

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

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

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这个国家念诵着经史子集，走过了

数千年；这个国家学习着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走过了上百年……穿越风雨，

踏平大道，文明浸润于大国的筋骨血

脉，融通于漫漫征途的步履坚实。

路在脚下。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平静

而充满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

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

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

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

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

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历史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

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理论与实践，着眼的是治国理政的

大文章。这篇文章，处处是过去与现在

的对话。总书记说：

“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

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

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

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

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

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

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

统传统。” （下转第三版）

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一馆一院”
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本报记者 杜尚泽


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

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

五千多年不间断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灿

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党领导人民的百年奋斗

中，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揭示出历史的真谛——

“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

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

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

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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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习近平

总书记发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

历史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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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代的必然

陕西延安，河南安阳殷墟。在中华民族历

史上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穿越历史烟

云，在中国大地上依然绽放照亮古今的光辉。

2022 年 10 月下旬，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

一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两地，赓续我们党

的文化基因，探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在 延 安 ，瞻 仰 中 共 七 大 会 址 、毛 泽 东 等

老一辈革命家旧居，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延安

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

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

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在安阳，考察殷墟遗址，观摩青铜器、玉

器、甲骨文等文物，习近平总书记点明此行的

深意：“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

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

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历经革命烽火、走过建设时期、激荡改革风云，当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机活力，越来越

多人在思考、在追问：

一个来自欧洲的思想，为何能在万里之遥的中国扎根，生

长出 20 世纪到 21 世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创造？

当我们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走前无古人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

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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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站在天安门

城楼上，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习近平

总书记给出坚定有力的回答。

应运而生，与时俱进。

“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

党的二十大报告。

坚持“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真理

力量激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

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获得丰厚滋

养，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

这是坚持和发展真理的逻辑必然——

湘江畔，岳麓书院，千年弦歌不辍。

2020年 9月 17日，细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座千年学府考察，望着高悬的“实事求

是”匾额，久久凝思，语重心长，“一定要把真

理本土化”。

回望百年，救亡图存之际，马克思主义一

来到中国，就开启了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进

程。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

着全新的政治力量和革命方向，也代表着崭

新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方向。

山东曲阜，孔庙南门的万仞宫墙前，天南

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聆听千古颂传的人文

故事，感受时光淬炼的先贤智慧。

《马克思进文庙》——郭沫若写于 1925 年

的 这 篇 文 章 ，以 戏 剧 化 的 语 言 让 马 克 思 和

孔 子 有 了 一 场 跨 越 时 空 的 相 遇 ，道 尽“ 马 ”

和“ 中 ”各 自 的 理 想 社 会 目 标 ，竟 是 如 此 不

谋而合。

马 克 思 主 义 提 出 的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与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大 同 社 会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实 践 观 与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知 行 观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群 众 史 观 与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民 本 思

想 …… 二 者 的 内 在 融 通 和 高 度 契 合 ，始 终

作 为 思 想 的 泉 源 ，涌 动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血脉之中。

在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

果中丰富自己，在应对时代新课题、发展新挑

战中完善自己，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会结束真

理，而是不断开辟通向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极大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

深刻论述：“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

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这是探索正确发展道路的实践必然——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大会上指出，“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

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翻开风起云涌的红色篇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作

为蕴含其中的动力之源，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奋进百年的实

践进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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