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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题图书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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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近几个月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理论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产生热烈反响。出版界也陆续推出相

关主题图书，这些图书不仅可以启发读者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突出特性，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

深，更有助于广大读者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有深入理解。

以新使命谱写新华章
□本报记者 韩萌萌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由70余位国内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相关学者，其中包括参
加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专家撰文，
从多个学科的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两个结合”重
要意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学
理性探索，有助于引导读者理解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理论
逻辑、实践逻辑和深刻意义。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黄河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震中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扬帆破
浪》一文中谈道，在世界六大原生形
态文明 （中华文明、两河流域文明、
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美洲玛

雅文明、南美洲印加文明） 中，唯有
中华文明从五千多年前诞生伊始一直
发展到今天，一直在传承、创新和发
展，他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
加以阐释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
提出“中华儿女对于自己的文化和文
明要传承弘扬、守正创新、与时俱
进，要扬起时代风帆破浪前行”。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孙正聿在《“必由之路”和“最大法
宝”》一文中谈道，正是中华文明的
突出特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
厚基础，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
的文明新形态的深刻的思想内涵、时
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彰显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中华文明
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也是
我们的“最大法宝”。

深入挖掘 研究阐释
中华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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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有哪些基本内涵？如何深刻理解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入了解
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入体察中华
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辨析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厘清中华文明的演
进之路。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
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传
承与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出版社） 一书近日出版。全书从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
宝、系统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四
个方面，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系统
深入的解读，书中的内容说理透彻，行
文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理论性、
指导性。

正如书中所说，中华民族是守正创
新的民族，中华文明有着守正创新的传
统，文中先提出观点，接着从中国历代
文献中列举出与之相关的记载，例如，
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书写五千年
前华夏文明在维新中脱胎诞生，从“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始，讲述在
五千年不曾中断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
明遇到过各种挑战，只有不断地改革创
新才能应对各种艰难险阻，每一篇文章
的行文逻辑严谨，旁征博引，环环相
扣，让读者在阅读中理解论证的过程，
自然而然地加深认识，对文中观点的印
象也更加深刻。

作为“新时代之问”系列图书，
《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答问》（国家
行政学院出版社）是对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
的通俗化解答，也是对相关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的学理化研究、学术
化阐释。作者周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哲学研究》 编辑部主
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书比较
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如何理解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连
续性”“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如何
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如何理解中
华文明的和平性”“如何理解‘两个结
合’是‘第六个必由之路’”“从整体
上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等 18 个
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回应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特别关心、迫切想深入学习
了解的问题。

作者在开篇的“第一个问题”中就
明确提出，为了更好地自觉肩负起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有必要对“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在阐述
的过程中，全书立足新时代十年文化
建设开创的新局面，从我们党波澜壮
阔的光辉历程中列举生动事例，把普
通读者望而却步、敬而远之的理论条
分缕析地娓娓道来，让我们在阅读的
过程中逐步领会，慢慢贯通，从而自
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系统把握 融会贯通

文明的演进、繁荣、进步，离不
开包容开放，也离不开交流互鉴。如
何正确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何重要意义？

《读懂中华文明》（东方出版社）
由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编写，该书由
知名专家执笔，一篇篇鞭辟入里的文
章，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宏阔的全球
视野、严谨的逻辑思维深入阐释中华
文明的特质和内涵，论述如何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北京大学副校
长、教授王博撰写的 《论中华文明
的创新性》，这篇文章不仅是一堂精

彩的中华文明史课程，更是从中让
我们思考中华文明创新性有哪些主
要特征，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建设，扎根于五千多年中
华文明传统之中，也伴随着中国式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
长钟君的文章《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
出特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让
读者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认识到
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准确理解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性，决定着我们以何种眼光
看待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纵深视角 广阔视野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文
明是伟大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
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
明，有着五千多年源远流长光辉灿烂
的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
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
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实现民族
复兴和文明复兴始终是中国人民矢志
不渝的伟大梦想。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
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接过了文
化启蒙与文化革命旗帜，领导人民大
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革命。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文化
实践与探索，在吸取文化建设的经验
与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后开拓进取的文化实践基础上，我们
党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现
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
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
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内在贯通、相互融合，保持了历史
连续性与动态发展格局，体现了“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
化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与文明意识的觉醒。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史，是波澜壮阔的民族觉醒史、奋
斗史与复兴史，是党领导人民并始终
与人民一起书写的文明更新史。在中
华文明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以“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领导人
民走向文化变革与文明更新道路，取
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

——摘自《传承与发展——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生命体，拥有
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和自我更化、自
我革新的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的：“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
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
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
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不是古老中华文明的推倒重来，
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它是中华
民族古老文明的连续生长，是中华文
明的现代形态。

那么，中华文明何以现代？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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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科
学解答。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互契合、双向奔赴，马克思主
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
的文化生命。“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
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一方面，文明是一切创造性活动
成果的总和。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协调发展，这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文化建设是
正在发展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成果，同时也蕴含在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
文明当中。

立足新时代十年文化建设开创的
新局面，以高度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和
文明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
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创造属于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努力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摘自《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答问》

■书摘

“我们强调中华文化以丰富我们的
精神资源，挖掘我们的历史传统，强
化我们的文化自信。”作家王蒙在《中
国文化的特色与生命力》一文中这样
写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具有融
通的天然基因，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
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
造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以其丰厚的
思想财富涵养了马克思主义赖以扎根
生长的文化沃土。”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 （院）
长谢春涛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中如是说。在
《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我们读到
近50位各界学者专家的精辟阐述，一
站式厘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关
问题。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可以
从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者身边
的话题切入，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与传
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的 《在新时代，
继承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一文，就
从大家熟悉的电视节目 《经典咏流
传》《中国诗词大会》说开去，强调了

师古而不泥古，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
话语体系阐释、推广以及传播古典诗
词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
创新文化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要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书中还有行业专家结合实际工
作，总结提炼得来的真知灼见，对于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以理论指导实
践，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例如，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以

《中华典籍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
体》为题，以图书出版和全民阅读推
广工作实际为出发点，阐述了源远流
长的中华文明与典籍、与读书、与创
新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说明中华典籍
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中
华文脉的历史见证，从阅读可以使我
们更好地赓续中华民族文脉的角度，
提出要出版更多提升人民思想境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图书，以及久久
为功，将全民阅读引向深入。整篇文
章一气呵成，让我们从文化传承与发
展高度，对阅读本身，以及如何阅读
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贴近百姓 生动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