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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或 者 背 叛 了 自 己 历
史 文 化 的 民 族 ， 不 仅
不 可 能 发 展 起 来 ， 而
且 很 可 能 上 演 一 场 历
史悲剧。

怎 样 继 承 和 弘 扬
优秀传统文化？习近
平这样思考

如 何 继 承 和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让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推 动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发 展 ？ “
古 为 今 用 ， 推 陈 出
新 ” “ 实 现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 是
习 近 平 屡 屡 强 调 的 重
要方法论。

2013年11月26日，
习 近 平 来 到 曲 阜 孔 府
考 察 。 在 同 有 关 专 家

学 者 代 表 座 谈 时 ， 习
近 平 表 示 研 究 孔 子 和
儒 家 思 想 要 坚 持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立 场 ， 坚 持
古 为 今 用 ， 去 粗 取
精 ， 去 伪 存 真 ， 因 势
利 导 ， 深 化 研 究 ， “
使 其 在 新 的 时 代 条 件
下发挥积极作用”。

2 0 1 4 年 1 0 月 1 5
日 ， 习 近 平 在 文 艺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指
出 ， “ 传 承 中 华 文
化 ， 绝 不 是 简 单 复
古 ， 也 不 是 盲 目 排
外 ， 而 是 古 为 今 用 、
洋 为 中 用 ， 辩 证 取
舍 、 推 陈 出 新 ， 摒 弃
消 极 因 素 ， 继 承 积 极
思 想 ， ‘ 以 古 人 之 规
矩 ， 开 自 己 之 生 面 ’

， 实 现 中 华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 中 华 文 化 延
续 着 我 们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精 神 血 脉 ， 既 需 要
薪 火 相 传 、 代 代 守
护 ， 也 需 要 与 时 俱
进 、 推 陈 出 新 。 要 加
强 对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挖 掘 和 阐 发 ， 使
中 华 民 族 最 基 本 的 文
化 基 因 同 当 代 中 国 文
化 相 适 应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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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 活 其 内 在 的
强 大 生 命 力 ， 让 中 华
文 化 同 各 国 人 民 创 造
的 多 彩 文 化 一 道 ， 为
人 类 提 供 正 确 精 神 指
引。”2016年11月30
日 ， 习 近 平 在 中 国 文
联 十 大 、 中 国 作 协 九
大 开 幕 式 上 发 表 讲 话
时指出。

交 流 互 鉴 ， 向 世
界讲述中国故事，习
近平这样活用传统文
化

“ 中 国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丰 富 哲 学 思
想 、 人 文 精 神 、 教 化
思 想 、 道 德 理 念 等 ，
可 以 为 人 们 认 识 和 改
造 世 界 提 供 有 益 启
迪 ， 可 以 为 治 国 理 政
提 供 有 益 启 示 ， 也 可
以 为 道 德 建 设 提 供 有
益 启 发 。 ” 习 近 平 曾
坦 言 ， 他 从 小 就 不 断
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 汲 取 智 慧 ， 中 华 历
史 、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思 想 观 念 也 成 为 其 治
国 理 政 思 想 的 重 要 源
泉 。 在 国 际 舞 台 上 ，
习 近 平 始 终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 代 言
人 ” ， 他 以 高 度 的 文
化 自 觉 和 文 化 自 信 ，
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向 世 界 讲 述 中 国 故
事、中国理念。

2015年3月28日，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
年 会 开 幕 式 上 ， 习 近
平 发 表 主 旨 演 讲 时 引
用 了 中 国 古 代 思 想 家
孟 子 的 话 — — “ 夫 物
之 不 齐 ， 物 之 情 也 ”
， 强 调 “ 不 同 文 明 没
有 优 劣 之 分 ， 只 有 特
色 之 别 ” ， 表 达 了 要
促 进 不 同 文 明 不 同 发
展 模 式 交 流 对 话 ， 在
竞 争 比 较 中 取 长 补
短 ， 在 交 流 互 鉴 中 共
同发展的深刻思想。

“ 相 知 无 远 近 ，
万里尚为邻”，2016年
1 1 月 2 1 日 ， 习 近 平 在
秘 鲁 国 会 发 表 重 要 演
讲 时 引 用 了 唐 代 诗 人
张 九 龄 《 送 韦 城 李 少
府 》 中 的 名 句 ， 表 明
两 国 虽 地 理 位 置 距 离
遥 远 ， 但 是 国 家 关 系
仍 可 以 像 邻 居 一 样 亲
密。

2017年1月18日，
习 近 平 在 联 合 国 日 内
瓦 总 部 发 表 题 为 《 共
同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的 主 旨 演 讲 ，
其 中 用 “ 落 其 实 思 其
树 ， 饮 其 流 怀 其 源 ”

表 明 中 国 发 展 得 益 于
国 际 社 会 ， 中 国 也 为
全 球 发 展 作 出 了 贡
献 ， 欢 迎 各 国 搭 乘 中
国 发 展 的 “ 顺 风 车 ”
。

2019年4月26日，
习 近 平 在 第 二 届 “ 一
带 一 路 ” 国 际 合 作 高
峰 论 坛 开 幕 式 上 的 主
旨 演 讲 中 用 “ 万 物 得
其 本 者 生 ， 百 事 得 其
道 者 成 ” 阐 明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 顺 应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历 史 潮
流 ， 顺 应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变 革 的 时 代 要 求 ，
顺 应 各 国 人 民 过 上 更
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
“ 文 化 是 一 个

国 家 、 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 。 文 化 兴 国 运 兴 ，
文 化 强 民 族 强 。 ” 今
天 ， 我 们 在 多 彩 的 民
俗 活 动 中 追 思 先 贤 、
祈 福 平 安 ， 传 承 和 丰
富 着 我 们 中 华 民 族 的
集 体 记 忆 。 认 识 到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性 ， 在 实 践 中 大 力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共 同 守 护 精 神 家
园 ， 并 且 积 极 与 先 进
文 化 结 合 ， 在 继 承 和
弘 扬 中 实 现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 我
们 必 将 建 成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 实 现 中 华
民族伟大复兴。

(文中资料来源：
人 民 日 报 、 新 华 社 、
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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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
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

演讲。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端午节，感悟习近平的
    传统文化情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