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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来源：团结网 作者：王杰  2023-07-31 11:36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和传承的一切文化的总和，体系庞大、内容复杂，既有精华的、优秀的、有益的部分，也有糟粕的、腐朽

的、有害的因素。

　　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就要坚持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态度。“去粗取精”就是坚持批判继承、辩证发展的观点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考察、深入

剖析、科学研判、精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精华的、优秀的、有益的部分要传承发展、弘扬光大，对糟粕的、腐朽的、有害的因素要坚决

予以防范抵御、克服抛弃。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

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

度。”“古为今用”就是要科学扬弃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为当今所用，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提供有益养分，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有益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的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用于我们

安身立命、建功立业，努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时代新人；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齐家的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用于我们建设家

庭、优良家教、端正家风，努力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国的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用于

我们治国理政、廉洁奉公、服务于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平天下的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用于我们开

展文明互鉴、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科学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

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

力和感召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及其数千年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推崇与时俱

进、日新又新、见机而作、锐意进取的精神，比如《周易·损卦》中讲，“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意思是说，应损则损、应益则益、应盈则盈、应虚

则虚，随着时机变化而行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不断回应时代问题挑战中传承发展而来的，在不断扬弃损益之中成长而来的，在不断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生成而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

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明清实学思潮等几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入新时代语境中，

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必然路径，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责任担当和主体使命。我们要结合新时代新任务，重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与挖掘阐发，大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普及与宣传教育，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养成与融入生产生活，重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善于运用时代化、艺术化的手段，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播、转化、创新，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呈现与传播普及形式，在转化创新中延续中华文脉。

　　科学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们安身

立命、社会和谐向善、民族团结进步、国家富强文明、世界和平发展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日益形成清晰而坚定的理论与实践自觉。进入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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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更加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挖掘阐发与传承

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述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以高超的中国智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贯通、相互提升、相互融合，明确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即“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

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

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

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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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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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三来原则”是最行之

有效的方法论。“不忘本来”，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之

本，坚守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吸收外

来”，就是善于借鉴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不断提供各种有益的思想养料与文化资源；“面向未来”，就是

勇于站在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举，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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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进程中的又一次深刻觉醒。一方面，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重塑并筑牢历史文化根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

统的沃土之中；另一方面，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蕴涵，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转化升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样，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更加全面深化的新境界，一方

面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推向新时代发展的新阶段。

　　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根基、无比坚实的文化底蕴、无比强大的精神力

量，指引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前进，赢得新的伟大胜利。让我们跟随习近平总书记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学习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学以明理、学以增信、学以崇德、学以力行”，“学传统、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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