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05月28日（星期六）                                                                                                                                                                                                                             1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
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
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
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
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
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是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
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
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
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
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
心和意志，筚路蓝缕，
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
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
展 历 程 。 要 深 入 了 解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
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
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
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
结奋斗。

中国社科院历史学
部主任、研究员王巍就
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

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
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 近 平 在 主 持 学
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我们党历来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
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经过几代
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
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
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
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
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
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
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习近平强调，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
明的起源、形成、发展
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
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
认识。同时，工程取得
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
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
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
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
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习近平指出，我们
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
学、化学、地学、物理
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
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
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
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

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
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
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
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
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
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
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
来 ， 综 合 把 握 物 质 、
精 神 和 社 会 关 系 形 态
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
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
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
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
持多学科、多角度、多
层次、全方位，密切考
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
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
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
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
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
成、发展的基本图景、
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
明 演 进 路 径 等 重 大 问
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
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
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
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
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
我国“古代文明理论”
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
究成果的宣传、推广、
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
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
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
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习近平指出，在五
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
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
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
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
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
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
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
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
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 演 进 格
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

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
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
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中
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继
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
分。要建立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为
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
供有力理论支撑。

习 近 平 强 调 ，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
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
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
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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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
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
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
源头活水。要充分运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
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
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
更 好 发 挥 以 史 育 人 作
用。

习 近 平 指 出 ， 中
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
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
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
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
持弘扬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以
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
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
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

发 展 道 路 的 探 索 ， 以
文 明 交 流 超 越 文 明 隔
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
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要立足中国
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
事，向世界展现可信、
可 爱 、 可 敬 的 中 国 形
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
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
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
宇宙观、天下观、社会
观、道德观，展现中华
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
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
国、读懂中国人民、读
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
华民族。

习近平强调，文物
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
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
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
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
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
用 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
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
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
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
产品。

习 近 平 指 出 ， 各
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工作，为历史和考古工
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
造、研修交流提供更多
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
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
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
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
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
的志气、骨气、底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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