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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自己的路，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③
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

位于江苏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

化 街 区 ，距 今 已 有 2500 多 年 历 史 。 漫 步 于

此，评弹声声婉转雅致、余韵悠长，苏绣、宋

锦、缂丝、苏扇等非遗匠心独具；世界文化遗

产耦园以及众多名人故居，共同构成“没有

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在这里，文化遗

产保护与居民现代生活相得益彰，游客能沉

浸式体验“食四时之鲜、居园林之秀、听昆曲

之雅、用苏工之美”的“苏式生活”。平江历史

文化街区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生

动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传承历史文化

又融合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

文明断裂的产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

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

底蕴，是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根

基。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

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

形态。

文明的发展具有继承性，离开传统文明，

现代文明既无法生成，也难以发展。中华民族

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

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

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

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可以说，中华文明

如同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一路奔涌，从未断

流。比如，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

根本区别。又如，2000 多年前诸子百家提出的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思想理念，至今

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再如，浩若烟

海的典籍文献，一直滋养着中华儿女的精神世

界。也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让我们这个古老又伟大的民族必然走自己的

路，让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让中国式现代化

扎根中华文化沃土。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

简单复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现代文明深度融合，才

能永葆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 我 们 要 善 于 把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

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

中继承”，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求“以守正

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

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弘扬和

创新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思考，提出了

一系列新的重大论断、重要思想、重要观点。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中华文化的“一

池春水”被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汇澎湃，历史悠久

的文明古国充满时代生机。正因为守正不守

旧、尊古不复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代代

相传、历久弥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

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这个化学反应造就了一

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

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

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其蕴含的独

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

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

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在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

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相信，随着中国式

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必将顺应时代

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游人

如织。基本陈列《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和《复

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成为人们参观的必到之

处。展厅内，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与现代中国奋斗发展的辉煌成就交相辉映，绘

就一幅波澜壮阔的文明长卷。历史是过去的

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坚定文化自信、秉

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在实践创造中进

行新的文化创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对历史最好的继

承，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

《人民日报》评论部

来源：《人民日报》（2023 年 08 月 25 日 第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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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广

大党员、干部坚持以学铸魂、以学增

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人人学有所

悟、学有所获。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

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我们

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

展壮大、取得辉煌成就，就在于坚持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

装全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

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

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

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

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学习是一种力量，是推动发展的强

大动力。如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如

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供了遵循；

如何使我们党始终保持统一思想、统一

意志、统一行动？政治上的坚定、党性

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坚持

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凝心铸

魂，至关重要。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广大党

员、干部要把理论学习当做一种政治责

任，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

通过学习，锤炼党性、增长才干，通过学习，赢得主

动、赢得未来。

学习要注重质量，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

到手。要深入思考学、融会贯通学，持续在深化内化

转化上下功夫，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党员、干部工作忙、任务

重，很难有充足的时间专注于学习，但这不能成为放

松学习的理由。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精

神追求，养成学习的兴趣与习惯，才能更加自觉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学习贵在运用，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

一。毛泽东同志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

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理论学习不仅要学而

信，更要学而行、学而用。马克思主义学风要求

我们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用好调查研究的

“传家宝”，在实践中深化思想认识；要把自己摆

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用所学知识

破解堵点难点、打开工作局面，在实践中检验学

习成效，从而真正把理论学习成果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党员、干部让理论学习成为一种

常态，坚持不懈从党的科学理论中

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才

能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添砖加瓦。

来源：《人民日报》（2023 年

08 月 29 日 第 1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