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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

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

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性”，并深刻阐述了“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源自中华民

族的创新精神。从历史文献记载来

看，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主

张革故鼎新。《周易》中的“富有之谓

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

又 日 新 ”等 语 ，都 饱 含 着 创 新 精 神 。

公元 554 年成书的《魏书》首现“创新”

一词，书中记载“革弊创新者，先皇之

志也”。几千年来，创新精神活跃于

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体现在中华

文明各个方面。中华文明在应对内

外环境变化中不断变革，在传承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因而能够始终保持生

机活力，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

延 5000 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

明。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承和弘

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以创新推动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明。

我国古代物质
文明成就所体现出
的创新性

包括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

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物质

文明，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能力。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有关资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在

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经过夏、

商、周三代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形成

自己的范式，其后经历了南北朝、北

宋和晚明三次高峰期。

秦汉时期，中国完成了诸如纸、

指 南 车 、记 里 鼓 车 、手 摇 纺 车 、织 布

机、水碓、龙骨水车、风扇车、独轮车、

钻井机、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等许多

重大技术发明，形成了算学、天学、舆

地学、农学和医学五大学科范式。南

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出圆周

率在 3.1415926 至 3.1415927 之间，这

一精度保持近千年之久；农学家贾思

勰的《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农学

体系的成熟。北宋时期，毕昇在雕版

印刷全盛的时代发明胶泥活字，开活

字版印刷时代之先河；曾公亮等人编

著的《武经总要》记载了火药配方和

包括火箭在内的各种火器，以及用于

航海的水罗盘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沈

括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和工程技

术诸多领域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并

作为全才型科学家而享誉世界。晚

明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提出了

接近现代的本草学自然分类法；宋应

星的《天工开物》简要而系统地记述

了明代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成就，其

中包括许多世界首创的技术发明。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

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

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

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

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指出：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

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

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

的杠杆。”这些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

发 展 成 就 ，是 古 代 中 国 对 世 界 的 贡

献，也充分证明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的根本动力，创新性是中华文明

的一个突出特性。

我国古代制度
文明成就所体现出
的创新性

制 度 文 明 是 处 理 各 种 社 会 关

系、有效管理社会的规范体系成果，

主要功能在于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

需求、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们生命

和财产安全等，包括政治制度、法律

制 度 、治 理 体 系 等 。 我 国 制 度 建 设

源远流长。《周易》中就记有“节以制

度，不伤财，不害民”，大意就是以典

章 制 度 为 节 制 ，就 不 会 伤 财 害 民 。

我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

科 技 成 果 ，也 创 造 了 世 界 领 先 的 制

度文明。

比如，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历

经多次变革。周朝实行分封制。秦

朝 统 一 中 国 后 ，除 都 城 设 内 史 管 辖

外，在地方上采用郡县制，将全国划

分为 36 个郡（后增为 40 多个郡），郡

下设县。汉承秦制，早期实行郡县与

封国并行的制度，武帝以后直到东汉

末期基本上采用郡县制。东汉末期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郡、县两级之

上设州一级地方政权建制，形成州—

郡—县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元代

确立行省制度，行省成为州、府之上

的地方行政区。这些变化反映了我

国古代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集中体

现了我国古代治理智慧。我国古代

制度文明和治理智慧，可以为我们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有益借鉴。

又如，我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世界

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

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夏、商、周的法

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春秋时

期，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

化，成文法陆续颁布。比如，秦国奉

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商鞅在李悝

《法经》的基础上，改法为律，制定《秦

律》。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将秦国

的法律推行至全国，建立起全国统一

的封建法制。隋唐时期是中国法律

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

定《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

地位。唐朝编定《唐律疏议》30 卷，为

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成为中华

法系的典范。不仅如此，《唐律疏议》

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还超越国界，

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在我国

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华法系，显

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凝聚了

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

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法律制

度、人才选拔制度等，都是随着社会

发展不断改革创新发展的，而且在持

续推陈出新中维系着中国古代制度

文明的连贯性与整体性。

我国古代精神
文明成就所体现出
的创新性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

意识形态，是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在

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包括伦理道德、

思想理念、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成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

的 思 想 理 念 、价 值 和 道 德 规 范 。 比

如，孔子最早提出“仁”“礼”“义”三个

范畴，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四

个范畴，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

“信”，发展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成

为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此后，

“五常”一语频频出现在史籍中，成为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如，宋

代在综合先秦儒家道德观念的基础

上 ，形 成 了“孝 悌 忠 信 礼 义 廉 耻 ”八

德 ，体 现 着 评 判 是 非 曲 直 的 道 德 标

准，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伦理责任

和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

人的行为方式。

中 国 传 统 哲 学 思 想 发 展 已 有

3000 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先秦子学、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

理学等学术发展阶段，产生了儒、释、

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

学说，形成了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

精神追求，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

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

方法等诸多思想元素。这些哲学思

想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

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发展奠定了

哲学基础，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

中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品种

繁多、技艺精湛，起源可追溯到旧石

器时代的石器。此后，在漫长的社会

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青铜器、陶瓷、丝

绸、刺绣、漆器、玉器、珐琅、金银制品

和各种雕塑工艺品等，都取得了辉煌

成就。这些工艺品浸润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展现了中华

审 美 风 范 。 历 史 上 著 名 的“ 丝 绸 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充分反映了

中国工艺美术的高度发展及其对世

界文化的影响。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精神文明不

断发展变化、不断融合创新，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国古代精神文

明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

了丰厚滋养。

传承和弘扬中
华文明的创新性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

整 个 人 类 社 会 向 前 发 展 的 重 要 力

量。回望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

发展史，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

还是精神文明的丰富发展，都是发扬

创新精神取得的成果。历史充分证

明，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

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继承和弘扬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当 代 中 国 的 伟 大 社 会 变 革 ，不

是 简 单 延 续 我 国 历 史 文 化 的 母 版 ，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设 想 的 模 板 ，不 是 其 他 国 家 社 会 主

义 实 践 的 再 版 ，也 不 是 国 外 现 代 化

发 展 的 翻 版 ，而 是 一 项 前 无 古 人 的

开创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

要 我 们 在 实 践 中 去 大 胆 探 索 和 创

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

是 抓 发 展 ，谋 创 新 就 是 谋 未 来 。”我

们 要 传 承 和 弘 扬 中 华 文 明 的 创 新

性 ，把 创 新 摆 在 国 家 发 展 全 局 的 核

心 位 置 ，让 创 新 贯 穿 党 和 国 家 一 切

工 作 ，让 创 新 在 全 社 会 蔚 然 成 风 。

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

新 性 ，在 新 征 程 上 更 有 效 地 推 动 理

论 创 新 、实 践 创 新 、制 度 创 新 、文 化

创 新 以 及 各 方 面 创 新 ，我 们 一 定 能

够 全 面 建 成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

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作 者 为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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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

格。”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对

于我们在新征程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

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今天的学术版围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进行阐述。

——编 者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

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人类历史上，旧大陆、大河流域的几

大原生文明，大多因为不能抵御外部力量的冲击而衰亡，唯有中

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始终延绵不绝、历久弥新。哲学家冯友

兰曾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

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出自《诗经》，它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已

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

炼出来的一个突出特性。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

创新精神来源于中华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中国古代

志士仁人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让中华民族

一次次走出困境，化忧为机、化危为安。先贤们倡导的“自强不

息”“与时俱进”“革故鼎新”以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都

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也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实践中升华

而成的重要结论。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大国管理体制和国

家治理体系，形成了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理念及其伟大

实践，这是中华民族创新性成就的重要体现。从“书同文，车同

轨，量同衡，行同伦”的推行到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的发

明等，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对增强中华民

族凝聚力、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

不复古进取精神的反映与结晶。中华民族由各民族交融汇聚而

成，中华文明因各民族敢于创造而兴旺发达、延绵持久。18世纪

以后，西方部分学者常常根据片面资料，把中华文明描写成墨守

成规、静止不变的文明。历史表明，他们根本没有读懂中国社会、

没有看清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中华文明具有顽强的自我更新、

新陈代谢能力，坚守但并不保守。守旧、复古不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本性，连续发展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中华文明绵

延至今未曾中断，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创新成果的充分体现，是人

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世界文明史上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

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种品格在中国人民解决绝对贫

困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展现。中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之

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为摘掉贫

困落后的帽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依靠自己的双手，付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汗水，取得令世界瞩目

的成绩。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面对贫中之贫、坚中之坚，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

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到 2020 年底，

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

艰巨任务，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

目标。如果没有不惧新挑战的无畏品格、敢于迎难而上的创新

意识和勇担责任的创新实践，要完成人类历史上如此伟大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既体现在昨天的方方面面，更体现在

今天的各行各业。中华民族因创新而兴，因创新而强。正是因为有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创新

实践，中华文明才能饱受磨难而不垮，历尽浩劫而不倒。当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

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们党坚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一定能

够推动中华文明走向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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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

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历经 5000多

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一脉相承、充满生机活

力，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这得益于中华

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进取精神源自于中国人的宇宙观。在

数千年的文明延续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

一套注重连续、变化、关联、系统的宇宙观，

认为宇宙万物彼此依存、相互联系，并始终

把宇宙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周

易》中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的

先人认为，变化是存在的基本形式，存在就

是流动和变革。只有适时而变、与时偕行，

在调整和变化中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才能不

断前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

生之谓易”。这就是说在“大化流行”的寰宇

内，生生不息、变化不止，充满了创新创造的

活力，必定会孕育出新的事物。

进取精神得益于中国传统的“致中和”

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既然天地万

物都在日新月异、新陈代谢，身处其中的人

自然应当积极有为、不断进取。《周易》中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荀子》中的“人有气、有

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等，都

强调人作为世界构成的一部分，是极其重要

的主体，在文明延续更新中具有主体性地

位。在文明创新发展中发挥人的主体性，需

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这就是《中庸》提出的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

告诉人们，万事万物都处在相互矛盾又彼此

统一的复杂状态，要坚持系统性、整体性、立

体 性 的 思 维 方 式 ，把 握 其 内 在 规 律 即“ 执

中”，“执中”的同时还要“守和”，在承认万物

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关系，

从而经过一次次的因革损益，让新生事物孕

育生成。

进取精神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传承中创新。创新创造不是否定历史、推倒

重来，而是在尊重传统前提下的自我更新。

中 华 文 明 的 创 新 性 和 连 续 性 是 融 为 一 体

的。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

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

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修齐治

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

道的精神追求等等，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

承，并与当代实际有机结合，焕发出新的生

机。正是因为在传承中创新，中华文明才得

以绵延 5000 多年，不断固本培元、与时俱

进，形成包罗万象、胸怀天下的恢弘格局。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深刻理解中

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坚持守正创新，深入

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

和制度创新，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赓续历

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

教研部教授）

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

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内在品质
王学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

是 历 经 磨 难 、不 屈 不 挠 的 伟 大 民

族”。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

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

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

奋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

民族具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

物的无畏品格。

这种无畏品格来自中华民族的

创新精神。回顾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文明史，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等神话

所 展 示 的 创 新 勇 气 、“天 行 健 ，君 子

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所表达的创新追求、“穷则变，变

则 通 ，通 则 久 ”“ 周 虽 旧 邦 ，其 命 维

新”所体现的创新使命等，激励着中

华 民 族 以 创 新 迎 接 挑 战 、应 对 困 局

和破解难题。这种无畏品格来自中

华 民 族 的 创 新 思 维 。 在 认 识 世 界 、

改 造 世 界 的 过 程 中 ，中 华 民 族 形 成

了 革 故 鼎 新 、温 故 知 新 、大 音 希 声 、

大象无形等充满辩证意蕴的思维方

式和思想智慧，为化危为机、危中寻

机提供了智力支撑。这种无畏品格

来自中华民族的创新文化。中国人

民 在 长 期 生 产 生 活 中 ，形 成 了 讲 仁

爱 、重 民 本 、守 诚 信 、崇 正 义 、尚 和

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形成了以天

下 为 公 、民 为 邦 本 、为 政 以 德 、革 故

鼎 新 、任 人 唯 贤 、天 人 合 一 、自 强 不

息 、厚 德 载 物 、讲 信 修 睦 、亲 仁 善 邻

为核心要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

观、道德观，为中华民族在磨难中成

长壮大提供了精神动力。正是中华

文 明 所 具 有 的 突 出 创 新 性 ，从 根 本

上 决 定 了 中 华 民 族 不 惧 新 挑 战 、勇

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民族以这种无畏品格，创造

了 中 华 文 明 源 远 流 长 的 辉 煌 成 就 。

在物质层面，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奇迹。比如，陶器、青铜器、铁器

等的生产发明，体现着中华民族改造

自然的智慧和勇气；耒耜、石犁、青铜

犁 、铁 犁 、直 辕 犁 、曲 辕 犁 的 耕 具 更

替，见证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

的提高；都江堰、坎儿井等伟大工程，

是中华民族不屈服于恶劣自然条件

的生动写照；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古

代科技，书写着中华民族在科技发明

方面的历史传奇。在制度层面，中华

民族积累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的丰富思想，逐步形成了包括郡县

制 度 、土 地 制 度 、税 赋 制 度 、科 举 制

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

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发展

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在文化层面，

中华民族广泛汲取来自不同民族、不

同文化的新思想新理念，形成了先秦

子 学 、两 汉 经 学 、魏 晋 玄 学 、隋 唐 佛

学 、宋 明 理 学 等 一 系 列 绚 烂 文 明 成

果，包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

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

神，尊时守位、知常达变的东方智慧，

孝 悌 忠 信 、礼 义 廉 耻 的 道 德 操 守 等

等，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准则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

新 征 程 上 ，我 们 要 充 分 发 扬 中

华 民 族 不 惧 新 挑 战 、勇 于 接 受 新 事

物 的 无 畏 品 格 ，积 极 推 动 中 华 文 明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 要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坚 定 历 史 自 信 、文 化 自

信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真 理 的 力 量 激 活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

明 ，大 力 激 发 全 民 族 文 化 创 新 创 造

活 力 。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把 握 当 代 社

会 发 展 趋 势 ，着 眼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所

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不断提出真

正 解 决 问 题 的 新 理 念 新 思 路 新 办

法 。 坚 持 开 放 包 容 ，积 极 推 进 国 际

人 文 学 术 交 流 ，拓 展 交 流 的 深 度 和

广度，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促 进 外 来 文 化 本 土 化 ，努 力 创 造 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

究员）

以无畏品格推动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不惧新挑战 勇于接受新事物
夏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