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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播 出 的 一
系 列 传 统 文 化 节 目 受
到 广 大 观 众 的 追 捧 ，
《 国 家 宝 藏 》 、 《 经
典 咏 流 传 》 、 《 典 籍
里 的 中 国 》 、 《 中 国
诗 词 大 会 》 等 等 节 目
深 受 观 众 好 评 。 不 仅
因 为 中 华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也 反 映 出 中 国 社
会 对 继 承 和 发 展 传 统
文 化 抱 有 积 极 愿 望 ，
文化自信日益凸显。

一 直 以 来 ，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高 度
重 视 中 国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他 曾 说 “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是 我 们 最 深 厚
的 软 实 力 ” 。 运 用 传
统 文 化 治 国 理 政 ， 以
精 神 文 化 力 量 推 动 社

会 健 康 发 展 已 逐 渐 发
展 成 为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传统文化观。

传 统 文 化 是 优
势，是中国最深厚的
软实力

习 近 平 主 席 多 次
提 到 ， 中 华 民 族 具 有
５ ０ ０ ０ 多 年 连 绵 不
断 的 文 明 历 史 ， 创 造
了 博 大 精 深 的 中 华 文
化 ， 为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作 出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贡
献 。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突 出
优 势 ， 是 中 国 最 深 厚
的文化软实力。

一 个 国 家 的 文 化
软 实 力 ， 主 要 表 现 为
自 己 的 话 语 体 系 、 价
值 理 念 、 思 维 方 式 、
社 会 制 度 等 方 面 ， 是

否 让 本 国 人 民 骄 傲 ，
受 世 界 各 国 尊 重 。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具 有
海 纳 百 川 的 气 魄 ， 因
兼 收 并 蓄 而 博 大 精
深 ， 因 求 同 存 异 而 源
远 流 长 ， 因 历 史 悠 久
而 底 蕴 深 厚 ， 因 推 陈
出 新 而 独 领 风 骚 ，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根 基 ， 也
是 中 华 民 族 屹 立 于 世
界 民 族 之 林 的 坚 强 后
盾。

传 统 文 化 要 挖
掘，更要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

习 近 平 主 席 曾 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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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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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围 绕 中 国 和
世 界 发 展 面 临 的 重 大
问 题 ， 着 力 提 出 能 够
体 现 中 国 立 场 、 中 国
智 慧 、 中 国 价 值 的 理
念、主张、方案。

近 年 来 ， 中 国 不
断 提 出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 打 造 “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等 理 念 ，
这 些 都 是 中 国 在 挖 掘
和 发 扬 自 身 优 秀 文 化
后 ， 根 据 当 今 世 界 和
人 类 发 展 提 出 的 理 念
和 主 张 ， 展 现 了 出 了
中 国 的 文 化 魅 力 和 时
代风采。

中 国 执 政 党 是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中 指
出 ， 中 国 执 政 党 从 成
立 之 日 起 ， 既 是 中 国
先 进 文 化 的 积 极 引 领
者 和 践 行 者 ， 又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忠
实 传 承 者 和 弘 扬 者 。
中 国 执 政 党 提 倡 和 弘
扬 的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只 有 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 汲 取 丰
富 营 养 ， 才 会 有 强 大
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在 新 时 代 ，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有 助
于 增 强 主 流 文 化 的 凝
聚 力 ， 建 设 现 代 化 国
家 和 应 对 西 方 文 化 渗
透、增强文化自信。

培 育 好 下 一 代 ，
传承好文化载体

文 字 是 文 化 的
基 本 载 体 ， 而 汉 字 则
是 中 华 文 化 的 重 要 标
志 。 习 近 平 在 治 国 理
政 中 非 常 重 视 下 一 代
的 培 养 ， 同 时 要 求 传

承好汉字文化。
2014年5月30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民 族 小 学
看 望 少 年 儿 童 。 他
看 到 正 在 练 书 法 的 同
学 们 谈 到 ， 几 千 年
以 来 ， 汉 字 结 构 没 有
变 ， 这 种 传 承 是 真 正
的 中 华 基 因 ， 充 分 体
现 了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和 积 淀 。
他 强 调 ， 中 国 字 是 中
国 文 化 传 承 的 标 志 ，
鼓 励 同 学 们 要 坚 持 练
习书法。

在 为 甲 骨 文 发 现
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
中 ， 习 近 平 主 席 也 谈
到 ， 殷 墟 甲 骨 文 的 重
大 发 现 在 中 华 文 明 乃
至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史 上
具 有 划 时 代 的 意 义 。
甲 骨 文 是 汉 字 的 源 头
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根 脉 ， 值 得 倍 加 珍
视、更好传承发展。

从治国理政中看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张京华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山东考察。这是26日上午，

习近平在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