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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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作为考古
人，就是要立足陕西考古资源优势，依托石峁、周
秦汉唐都城等大遗址，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
阐释，充分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讲清楚陕西

乃至中国历史气脉一以贯之的图景画卷，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贡献考古人的智慧与力量。”孙周勇说。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
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
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
文明深厚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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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
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沈
壮海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清晰地阐明
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复古”，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在中国“有根”，二者彼此契合，在“结
合”中实现了相互成就，也将在“结合”中书写新
篇。“我们要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
把握‘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要求，增进历史自信和
文化自信。”沈壮海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
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
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
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
席王为松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我们才能在筑牢根基和主体
的基础上，打开新的空间。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
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勇气和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
所所长贺云翱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打开
了思想和实践的创新空间，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
创新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持续的、强大
的思想动力。

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
授吴瑛说：“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仅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厚历史逻
辑、深刻理论逻辑和深远实践逻辑，更为建设中国式
现代化夯实了历史自信，坚定了实践主动；为发展人
类文明新形态铸牢了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动力。”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断推进
‘第二个结合’，就能在新时代扛起新的文化使命，

创造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郑州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吕红说，河南作为文化大
省，近年来推出不少现象级的原创性作品，如 《唐
宫夜宴》《龙门金刚》等，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网络视听行业未
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说，

“我们在创作中要继续植根中华文明，不断创造创
新，让传统文化之美在更多优质作品中焕发出强大
的生命力。”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
代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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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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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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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文艺工作者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
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中华文明是一张金
色名片，在世界上独具魅力。吴为山创作的老子、
孔子等中国贤哲塑像已有57件在世界28个国家和地
区落成，“这些雕塑在世界各地讲述着中国故事。”
吴为山说。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的讲话，演员张译感到很受鼓舞，深受启发。“对于
文艺工作者来说，只有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蕴含的思想精髓，才能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我
们要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优秀作
品努力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做出贡献。”张译说。

“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告诉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创作出更多
好作品。”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侯艳说。这几年，侯艳带领剧院排演了不少讲述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故事的秦腔现代戏，“今后的创作
中，我们还将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
文脉，谱写传统戏剧的当代华章！”

（本报记者张贺、刘阳、赵婀娜、王珏、郑海
鸥、曹玲娟、原韬雄、沈靖然、秦瑞杰）

6 月 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国际人士认为，中
华文明博大精深，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将指引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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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将推动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更大成果，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指明道路”

新时代新征程上，一个重大论断引
发强烈共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
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
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国际人
士认为，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才能更加深刻感知中国发展繁荣的
文明力量，更加认同中国发展道路和合
作理念。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正在推进
中国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道
路。”希腊欧洲与外交政策基金会中国问
题研究员乔治·佐戈普洛斯表示，中国不
仅举办文明古国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等活动，还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在当前国际背景
下，中国展现出的合作与对话态度至关
重要。

哈萨克斯坦著名汉学家克拉拉·哈菲
佐娃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出中国对古老中
华文明的尊重，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哈菲佐娃表示，当今世界面临
多重挑战，中国人民将继续坚持兼容并
蓄、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吸
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自身
文化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继续前进。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
学院副教授哈内斯·费尔纳表示，中国在
其悠久的历史中，积极与外部世界保持
交往，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如今，中
国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提出
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等，既积极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以促进
自身发展，也打造了多种公共产品支持
其他国家发展。

瑞士欧亚论坛副主席迈克尔·温特勒
表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其突出特性
之一。数千年的历史被记载、保存下
来，并传承后人。中华文明也对世界文
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种特性令中华
文明充满魅力，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收获
了许多国家人民的关注和喜爱。

约旦儿童作家法迪娅·达斯表示，爱
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营造和平稳定
的发展环境，不仅自身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成就，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埃及希克迈特文化集团总经理艾哈
迈德·赛义德表示，中国传承发展优秀传
统文化，有助于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华文明
将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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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士认为，“第二个结合”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在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大
的精神力量。

“‘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埃及
《今日消息报》资深记者巴达维表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

哈菲佐娃表示，中国在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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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推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获益。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安
娜·东琴科表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
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
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就体现了这一点。“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民
众日常生活，展现巨大时代价值，中国人民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中华
文化创新活力持续增强。”

埃及著名汉学家、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
杰卜表示，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经验值得借鉴。拉杰卜
经常收看 《国家宝藏》 这一节目，对中国运用数字化技术促进文化传
承发展印象深刻。“节目运用全息影像技术等数字科技，全方位多角度
展示国宝，打造沉浸式情景舞台，生动形象地讲述国宝背后的历史文
化故事，每一期内容都令我受益良多。”拉杰卜说，传统文化和现代科
技相融合，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也让传统文化有了
全新表达方式。

墨西哥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莉莉亚娜·阿索夫斯卡表示：“中华文明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对科
学、文学、思想等各领域的历史文献进行修订、再版，挖掘其时代价值，这
些努力将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下转第二版）

本报北京6月5日电
（记者潘俊强） 5 日，国
家自然博物馆在北京正
式揭牌，标志着我国自然
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
新一页。国家自然博物馆
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
合性自然博物馆，代表国
家保护、研究、收藏、阐释
和展示自然物以及人类
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历
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
然遗产。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
前身可追溯至 1951 年 4
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
馆筹备处，1959 年由故
宫博物院内的旧址迁至
天桥新址开馆，1962 年
定 名 为 北 京 自 然 博 物
馆，它是新中国依靠自
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
型自然历史博物馆，是
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于 2008 年免费对社会开
放。2023 年 1 月经有关
部门批准同意，更名为

“国家自然博物馆”。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

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
等地球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标本收
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上取得丰硕成
果。现拥有馆藏藏品 37万余件，珍稀标
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中位居首位，
如世界上出现最早的有胎盘哺乳动物中
华侏罗兽化石、复原全身羽毛颜色的赫氏
近鸟龙化石、唯一保存完整的“黄河象”化
石等，还收藏许多珍贵的国礼标本。博物
馆基本陈列以生物进化为主线，设有古爬
行动物、古哺乳动物等常设展览，每年还
推出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和巡回展览，先
后赴 6 大洲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巡回
展览，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知
名大学、博物馆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工
作，进行创新性科普项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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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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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18时，长江水文网实时水情显示，三峡水库水位降至151.80米。为迎战即将到来的长江
汛期，三峡枢纽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水库汛前消落，最大限度发挥防洪、发电、补水、航运等方面综合
效益。图为三峡大坝上游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木鱼岛天问公园，库岸水位下降后消落带清晰可见。

郑家裕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