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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

类文明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其基本取向包括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要牢牢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要求，坚持守正

创新、以文化人，坚持因地制宜、文化赋能，从中华

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和智慧，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高品质精

神产品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中华文明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瑰宝，由此形成

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华民族具有统一

的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

精神血脉，国土的统一、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

文明的赓续，熔铸了中华儿女的坚固信仰，构筑起各

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价值根基。要坚持正确

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

统一性，准确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不断增强中华

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推动中华

民族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

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所

在、根脉所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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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全民族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

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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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其中 , 尤其强调

在新时代要加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 建设新时代

社会主义新文化。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共同的目标 , 从本质上说都是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从而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

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只有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

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部中华文明的

历史，就是由中国各民族儿女共同创造、共同书写的

历史，是全民族的历史。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实践，将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华

文明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

人类文明形态。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国各民族

优秀文化的集大成，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之上

经历长久的历史发展，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发展、

共同认同、共同维护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精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有着

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性”, 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和平性。这些突出特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

集中反映出的特征是完全一致的。

在突出的连续性上，纵观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无论是通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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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记载还是考古文物，无不彰显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各

古代文明中唯一保持了悠久历史而不曾被中断的文

明，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而

之所以能够维系这种突出的连续性，是因为中国历史

上不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

的政权，均是以中原衣冠文物制度为正统，并将本民

族文化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主动维系了中华文明的

血脉与根系，使涓涓细流最终汇聚为奔腾江河，致文

明源远流长而未曾中断。

在突出的创新性上，从秦汉统一国家到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多民族共建王朝，从大一统的隋唐到宋元明

清各代，中华大地上历朝历代在文化上均采取了相互

借鉴吸纳、彼此交流融合的态度。各民族以先进的中

原文化作为倾慕和学习的对象，而中原文化也从各民

族文化中不断吸收精华，最终凝聚为中华文化。不仅

如此，通过丝绸之路等多种交往交流的方式，古老的

中华文明还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融其为一炉。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

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在突出的统一性上，“中国”与“天下”相重合，

“大一统”观念之下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想与现实，

最终铸就了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此，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华各民族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