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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评论｜从文化
认同到文化自信：新时
代公共文化治理的再超
越

2 0 2 0 年 9 月 ， 习 近
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
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
谈会上指出，“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文化是
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
发 展 ， 文 化 是 重 要 支
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
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
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
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十四五”时期，我
们要把文化建设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公
共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开创党和
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强
大正能量为目标，成为
我 国 文 化 建 设 正 本 清
源、守正创新的重要途
径。

夯实文化认同根基
文化认同是行动主

体实现价值体认的一种
心理活动，既非一成不
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形成，需要通过富有
成效的公共文化治理来
滋养培育。

一 是 公 共 文 化 治
理要“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现了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深入阐释、
对 革 命 文 化 的 积 极 弘
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高度凝练，凝聚了
古往今来全体中国人的
价值追求和精神品质。

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新时代文化
建设，凝聚起中华民族
共同的文化认同。以此
为魂的文化认同将成为
国人的思想价值共识和
文化行为标准，而由此
持续生产出来的价值观
普遍认同也直接表征着
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
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
繁荣发展将从中获得无
与伦比的强大底气和深
厚定力。

二是公共文化治理
要传承、创新和传播中
华文化精神财富。新中
国成立至今，中华民族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实
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
强起来的百年夙愿，文
化认同上升到前所未有
的新高度，国民精神朝
气蓬勃、昂扬向上。然
而，全球化和信息化的
时代浪潮让文化交流与
文化冲突缠绕在一起，
各种思想文化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相互交织、相
互激荡。对此，公共文
化治理应引导人们呵护
中华文化的优良基因，
使人们在对中西文化的
辩证审思中汲取各自的

精华成分，借助新兴科
技的创新发展来探索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新形式，为新时代文化
认同积淀精神力量。

三是公共文化治理
要增强群众文化参与的
活力。认同感并非人们
凭空产生的固有特性，
它是行动主体在日复一
日地参与实践中形成且
固化于思想意识和行为
惯习之中的。当下，随
着 物 质 财 富 的 日 益 丰
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追求日益多样化。在
此情势下，公共文化治
理需为民众提供符合其
特质的文化参与渠道和
参与形式，让他们在体
系化、规模化的文化参
与中享有更加充实、更
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
神文化生活，培养文化
理性与文化热忱。这种
内在的文化思维模式和
文化观念的养成，有利
于群众自觉维护其文化
认同的心理基质，并外
化为文化观和价值观的
集体性、共识性文化行
为。

彰显文化自信的新

时代风尚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 要 坚 定 文 化 自
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 发 展 ， 继 承 革 命 文
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文化自
信是一个国家、民族和
社 会 成 员 对 自 己 所 认
可、信仰和践行的文化
及其文化体系所产生的
深层次肯定和尊崇，是
对文化价值体系和其核
心观念热情而坚定的态
度 。 文 化 自 信 是 文 化
认 同 更 高 层 次 的 价 值
表达，是建立在文化认
同基础之上的人们对所
属文化的肯定性价值判
断和带有文化自豪感的
心理状态。因此，公共
文化治理要在构建稳固
的文化认同根基的基础
上，将文化自信建设推
向新高度。

一是要不断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当下社会转型的历史
关键期，知识结构的更
新和价值观念的重塑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的

文化心理和精神面貌。
因此，我们要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唤起人们对公共
意 识 和 理 性 观 念 的 培
育，为人民群众的精神
生活提供价值坐标。这
就要求在精神文明建设
中，公共文化治理既能
尊重民众的物质生活需
求，又能给予人们思想
信仰层面的精神关怀，
并在开放包容、多元价
值观并存的现代社会中
锻造自信友爱、坚不可
摧的核心价值体系，从
而让文化自信真正成为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精神力量。

二 是 要 推 进 新 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重大任务，坚持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
恒，努力推动形成适应
新 时 代 要 求 的 思 想 观
念、精神面貌、文明风
尚、行为规范。”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培育
民众理想信念、筑牢民
众精神之基的大众平台
和思想阵地。公共文化
治理要着力加强这项建
设的吸引力、感染力和
渗透力，不断激发群众
积极参与到文化活动中
去 ， 让 群 众 在 丰 富 多
彩、雅俗共赏的文化活
动中受到思想教育、获
得精神滋养，并让群众
在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的体认中更加真切地领
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增
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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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
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