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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内在逻辑
□ 韩庆祥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

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

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

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

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

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

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

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深入把握其核心要

义及其内在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新

时代进一步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直强调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

合’。”这里的“现在”，主要是指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进一步彰显出来，进而内在要求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可以说，没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

代价值的确认，就难以深入把握“第二个

结合”的内在逻辑及重大意义。

新时代，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内在要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

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文化可以

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

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筑牢更为坚实

的文化根基。

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内在要求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时代我

们党充分意识到所面临的“精神懈怠”危

险，并把“精神懈怠”危险置于“四种危

险”之首，充分说明精神懈怠的危害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

想，对构建新时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具

有重要意义，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中彰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时

代价值。

新时代，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充

分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协和万邦、兼济天下、

世界大同、亲仁善邻等精神财富，为促进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

源和文化支撑。

“第二个结合”让面向未来的理论和

制度创新有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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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相结合，打开了理

论和制度创新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第二个结合”使我们掌握思想和文

化主动。“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在

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

西方现代化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它着力破

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除对待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文化虚无主

义，使我们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时代价值，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传承发展并充分运用蕴含其中的宝

贵资源。这是文化观和文明观意义上的

思想解放，重要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

对于西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

赖，在于坚定文化自信，使人们掌握了思

想和文化主动。

“第二个结合”有助于我们探索面向

未来的创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进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我们探

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前

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要求推陈出

新，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能够让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成为现代的。面向未来的创新，朝着

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

形态所引领的方向推进，朝着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为人类谋进步所确定的方向推

进，朝着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所指

定的方向推进。

“结合”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

生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拼

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

‘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

文化生命体。”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新的

文化生命体是具有总体性、根本性的标识

性概念。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新”，体现在马克

思主义魂脉之统摄，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根脉之基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一

种新成果。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文化”，倡导不同

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主张在不同文化形

态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补充、彼此共生的关

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种全新的人类

文明形态。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生命”，是哲学意

义上的“生命”，意味着这种新的文化形态

茁壮成长、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这一新

的文化生命体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实现自

我更新，持续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体”，既是一个系

统的“整体”，也是具有主体性的“主体”。

作为系统的“整体”，立足中国式现代化，

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根脉；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主体”，区

别于“西体中用”和“中体西用”之争中的

“体”，强调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主体。

把握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

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

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既

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也明

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

意义。所谓体，主要是指习近平文化思

想之理；所谓用，主要是指依据理来指导

具体的文化工作，体现为理论之用和实

践之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之用，体现在

解构“西方中心论”，破除文化虚无主义，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打开思想文化的创

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西方中心论”

奉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框架，把西

方世界看作“主”，把非西方世界看作

“客”，强调“主统治客”。习近平文化思想

则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新的文化生命体

为“主体”和“基石”，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

主，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走出

并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古今中西之

争”，“古今”是历史时间问题，“中西”是历

史空间问题，涉及如何科学对待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使其古为今用，破除了文化虚无主义，

着力破解“古今”问题；立足中国式现代

化，注重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着

力破解“中西”问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之用，体现在

以独特的文化形态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奠定深厚文化根基，为丰富

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供厚

重文化滋养，为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提供丰厚文化支撑。

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文化使

命，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强调要“共同努力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充分彰

显了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标示了文化坐标、锚定了文明

航向。

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做好

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这是基

础和前提，目标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

推动文化繁荣是在“繁荣”层面谈文

化，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它

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没有文化繁

荣，就建不成文化强国；没有建设文化强

国的目标导向作用，推动文化繁荣就会

迷失方向。

建设文化强国是在“强国”层面谈文

化。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不仅关系国家的国

际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和人民美好生活。建设文化强国，就要大

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

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反映

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

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结

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

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坚持党的文化领

导权。党的文化领导权主要体现为对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内

在要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巩固

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党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就有了引领时代的

强大文化力量，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

托。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注重“破”。自西

方开启现代化并引领世界现代化后，便建

构起“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框架，一方

面，把世界各国卷入其中，另一方面，用西

方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价值观念、意识形

态等把现代化狭义化、固定化、刻板化，导

致不少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机械模仿、盲目

崇拜。这种错误认知对我国国内一些人

也产生了影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想要模

仿西方现代化模式，缺乏文化自信。只有

彻底破除这种错误认知，跳出“西方中心

论”的窠臼，才能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

化主体性。为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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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盲从各种教

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真正实现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注重“立”，就是

立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

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

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

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

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突

破了“西方中心论”，为造就新的文化生

命体提供了实践基础，是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的立足点。新的文化生命体

是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生命

体。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不

断丰富新的文化生命体，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才能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

文化主体性。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1 月 03

日 第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