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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弘扬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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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政治的交融不断加深，与科

技的结合更加紧密，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必须积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不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客

观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是能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个

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的理

性认识和认同感、归属感。在实践中，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积极探索

弘扬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

化，其中的许多思想和精神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

同”的和合思想，“革故鼎新，因势而变”的创新精神，“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等等。

今天，我们弘扬中华文化，需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深刻认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认真挖掘和提炼其中的有益思想，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

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

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

点。”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利

益格局以及社会意识等日益多样化。与此相适应，中华文化也应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广泛的包容性。

但必须明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按劳分配是主要分配方式，这就决定了

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为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应坚持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有机统一。坚持民族性，是指维护民族的独立和

尊严，提升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扬民族自主意识，使中华文化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特质。

坚持科学性，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力宣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

学精神。坚持大众性，是指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群众既成为文化

创造的主体，也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既能够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也能够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 

 



 

  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并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各

种文化中独树一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善于从外来文化中汲取有益养分，因兼收并蓄而丰富多

彩，因博采众长而繁荣昌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中华文化，也应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

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是努力创造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文化

内容和形式，把中华文化推向新境界；面向世界，就是从世界各国的文化成果中吸取有益成分，开辟

中华文化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宣传中华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面向未来，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中华文化在不断创新中永葆生机和活力。 

（ 《 人民日报 》（ 2009年7月29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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