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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发展传承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知

老 子 曰 ：“ 知 人 者 智 也 ， 自 知 者 明
也”。自知是明理的基础和前提。所谓文化
自知，是指对文化的自我认知。增强文化
自知，从根本上要加强对中国文化知因、
知源、知本、知根，这是做好一切文化工
作的前提。作为民族的“根”和“魂”，中
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民族
文明的源头活水。在发展传承传统文化方
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
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
时代任务。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理念放
在首位，在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
断增强文化自知，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的
血脉和本源。因此，必须加强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在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的基础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有鉴
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正确
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关系，不断
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
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古今相
承、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坚持创新培育革命文化
培养文化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先后
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等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

色的革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灵魂核心，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
展。创新是文化的生命和灵魂。新的历史
条件下，进一步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使
革命文化依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
力，要在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精神的基础
上，深入挖掘与弘扬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
和现实意义，积极培育新时期的红色文化
基因，结合革命斗争伟大历史实践，不断
增强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认
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推动
历史发展的责任担当，为坚定共产主义信
念，引领爱国主义风尚，铸就文化强国自
信，树立继往开来、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
支柱。

坚持开放保护先进文化
保持文化自立

实践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要
求，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重在实
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跟上时代的前
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经进入 21 世纪，脑
袋还停留在过去。这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建设实践中，必须具备现代化
思维方式和科学开放的理念，主动适应时
代的发展变化，努力摆脱路径依赖和破除
思维定势，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尤其是当前正处于多元文化世界的客观环
境下，对外开放已成为当前文化交流最基
本、最鲜明的标识，保持文化自立是我们
永立潮头、避免摇摆、航向不变的关键。
所以，要把正确摆正位置，积极主动适
应，大力开拓创新作为新环境下文化发展
的落脚点，既不搞“文化回归”式的“复
旧”，也不能“全盘西化”或“他化”。要
正确处理好国内文化“走出去”与国外先

进文化“引进来”的关系，以博大的胸怀
和开放的精神，在与世界文化沟通交流中
全方位展示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魅力，努
力在世界文化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

坚持传播弘扬优秀文化
树立文化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大力
弘扬“三种文化”，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
着力点。弘扬的基础在于传播，只有不断
扩大传播范围和领域，才能使中华文化得
以广泛传承，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深入人
心。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前
夜，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

“四个讲清楚”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
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
动中华文化融通中外。具体来说，一方面
通过回顾民族历史文化，在深刻把握民族
文化最深沉精神追求的同时，积极探索适
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新文化，从中获得
巨大的力量支持；另一方面要从主动适应
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历史进程，适应现代人
的价值理念与思维习惯出发，广泛利用不
同艺术形式和媒介形态，尤其是充分运用
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等，促进中华优秀
文化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采用创新表达
方式，让中华优秀文化的当下意义和存在
价值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高效地传播弘扬
开来。

坚持包容涵养文化生态
实现文化自强

作为民族文明的承载体，文化生态反

映了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是文化生命
力的综合体现。文化生命力的最直观体现
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文化自强。文化
自强的核心，是不断增强具有强大吸引力
影响力、强大活力创造力、强大实力竞争
力的文化软实力，实现建立文化强国的任
务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软实
力，强调中国文化，合作共赢：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今天经济全球化
和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习近
平总书记始终秉持“以和为贵”“协和万
邦”的中华文化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基
础上提出并构建了“命运共同体”理念，
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一主多元、和而不同
的深厚内涵，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之所以
生生不息、经久不衰的根源。

因此，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把包
容涵养文化生态作为基础和载体，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的精神，主动在对
外开放交流中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传播中
国价值观念，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高国
家话语权，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兼纳百
家之精华，不断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
竞争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坚
实的基础。

中国梦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深入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
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必须坚持
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当前，全国人民都
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力
量，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要把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不可推卸的使命和
责任，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
所作为。通过我们的行动，引领每一个社
会成员都自觉主动地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洪流中，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

陕西各地特色面食极为丰富。在诸多
面食中，周代主要发祥地之一“周原”的
所在地的岐山面被誉为“天下第一美食”。
岐山面相传已有 3000 多年历史，从周代开
始，一直沿袭至今。

“岐山面”称“岐山铡面”，也被称为
“臊子面”“哨子面”“嫂子面”。由于关中
方言之故，臊 （sao） 哨 （shao） 不分，音
义不同，致使许多餐馆“臊”“哨”乱用，
以误传讹。同时，由于大众对岐山面食的
文化内涵缺乏了解，取肉末之意以“臊
子”命名是不尽合理的。“岐山面”应为“岐
山嫂子面”。

“岐山嫂子面”始于岐山，传遍陕西及
西北各地。据考证，“嫂子面”源于周代尸
祭制度的“竣余”礼仪，即先敬神灵祖灵，剩
下的才轮到君卿，最后才是一般人。这种遗
俗在岐山长期存在，不论谁家办红白喜事，
第一碗嫂子面先不上席，而由小字辈端出
门外泼两次汤，象征祭祀天神地神，剩下
的汤称“福把子”，泼向正堂的祖灵牌位，然
后才上席，并按辈数和身份次序上饭。过去
吃面剩下的汤不能倒掉，还得回锅。即取

“竣余”的余字之意。此说有其合理之处，
但现在敬神灵和祖灵，吃回锅汤的习俗已
经改变。

“嫂子面”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周礼。所
谓“周礼”，是以父系氏族血缘关系与王位
继承及“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相结合的
宗法等级制度，以及体现这一制度的一套
完整的礼仪规范，其基本特征似“贵贱有
等，长幼有差”，即所谓“礼别异”。它是
周天子用来“纲纪天下”的根本大法。中
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就源于“周礼”。

“周礼”的文化核心是“和文化”。在
有关“岐山嫂子面”的传说中，也体现出
了“和文化”。岐山是西周王朝发祥之地，
一次，周文王被商纣王从监狱里放回，左
邻右舍、亲朋好友都去看他。吃饭时，他
让家人做“和气面”。一个锅里下面，一个
锅调汤，大家只吃面不喝汤。汤倒在一个
锅里，轮番浇面。这种吃法表达了人们特
殊的情感，此后就流传下来。所以，嫂子
面又叫“和气面”。谁家兄弟不睦，邻里不
和，村上年长人出面调停，几盅酒罢，热
腾腾的“嫂子面”往上一端，一席和解
话，隔阂解除，红脸者顿生惭愧。在当地
人心中，“嫂子面”几乎成了一种“圣
物”。它增强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寄托了美
好的希望和祝愿。

以“岐山嫂子面”为代表的这类面
食，体现出陕西特有的风俗与礼仪，是中
华传统礼乐文化的具体体现，其意义已经
超越饮食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
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在诸多领域
均卓有成就，对当时和其后的知识分子具有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本人建树颇多，
其子女也个个成才，或为建筑学家、或为考
古学家、或为火箭控制专家等。梁启超一生
都在为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具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十分注重把这种情怀
传递给子女，培养他们常思贡献社会的品
格。他在给子女的信中讲到：总要在社会上
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
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
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这样的教诲在
梁启超给子女们的信中俯拾即是，处处体现
着家国情怀。

梁启超不仅仅对子女在言传上谆谆教
导，更以身作则，注重身教。他在给儿子思
忠的一封信中说到：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
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
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
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

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1927年，时
局动荡，战乱不已，梁启超又身处病痛之
中。即便如此，他在一封给孩子们的信中
说：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
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在信中梁启超痛
感当时中国危机日深，“症候天天变，每变
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
转来，真不敢说。”但他仍保持一贯的积极
乐观，告诫子女们，“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
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
管。”毕竟他坚信，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
永久的。而他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事业，多
培养几个人才。即便是家人担忧唠叨他的身
体状况，梁启超还是要那样努力去做，多在
学校演说，多接见学生等等，忧国忧民之情
及社会责任感溢于言表。

梁启超正是以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诫
子女们，不止常要思报社会之恩，更要努力
做好自己责任内的事，而不是总先想着结
果。他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写到：我常说天下
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

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
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并
盛赞女婿希哲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
事，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梁启超在解答
儿子思成来信询问所学有用无用之别时讲
到：“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
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
莫过于此……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
度，埋头埋脑做去了。”他在对思成的求学
之路进行了详细的指引后，又告诫其要在学
校中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并赠予曾国藩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名言。最后，他
勉励道：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
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
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
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
总有多少贡献。

梁启超的言行对子女们影响很大，其子
梁思礼曾说：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把个人
的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报效祖国。而他从父亲梁启超那里继承下

来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这也是他们
全体兄弟姐妹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

在梁启超“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
恩”的训诫之下，梁家可谓满门皆英才俊
秀，其 9 个子女中有 7 人曾留学海外，却无
一例外地学有所成后回归祖国，在各自领域
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做出了很大贡献，展现
了强烈爱国情怀与贡献社会的良好家风。其
中，梁思成、梁思永于 1948 年当选为中央
研究院院士，梁思礼于 1993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这些成就，显然
与梁启超注重子女教育，以及良好的家训家
风密不可分。

（作者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源自心灵与融入生活的文化自信
王离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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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启动

一部将囊括中国百年来各类民间文学
的集大成之书《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日前
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宣布正式启动编纂。

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是一个绵延
近一个世纪的工程，每一代文化人都为民
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付出了心血。此前，由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施的中国口头文学
遗产数字化工程，对 60年来采集的民间文
学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录入近 10亿字的
民间文学原创文献。

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冯骥才认为，《中国
民间文学大系》 这样的大型出版物是要传
世的，必须科学分类，精当选择，还要充
分考虑文学性。对于进入口头文学遗产数
据库的民间文学，要重新筛选一遍。这是
一项全新的工作。 （侯仰军）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
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既是中华民族得
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
深厚根基，也是当代中国
自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深沉底蕴。当前，加
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对延续
中华民族文脉、维护国家
文化安全、增强民族文化
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和现实意义。

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要
坚持从5个方面着眼，将
其作为这项工作指导思想
和实践路径。概括起来，
就是“五个坚持”。

◎家风家训

梁启超：常要思报社会之恩
郑清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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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常要思报社会之恩
郑清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