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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传承发展大家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建设中国一流、影响世界、具有
鲜明浙江特色的现代化省级国际传播实
体。”5月31日，锚定明确目标，浙江
省国际传播中心在杭州挂牌成立。在

“机遇中国”“洋眼看浙江”“良渚与世
界文明对话”传播行动，以及“诗画江
南、活力浙江”全球短视频大赛四大国
际传播行动领航下，中心将扬帆出海，
把浙江好声音、中国好声音传播到全球
各地。

“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
韵、百年红船”，浙江有着独特的文化
底蕴优势。

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侨务大省、
传媒强省、开放强省，浙江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精彩样板。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刘碧伟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曾赋予浙江展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
目标与定位，因此浙江在国家外宣中具
有独特定位，肩负着对外讲好新时代浙
江故事，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
并为全国提供示范样本的光荣任务。

为更好向世界讲好浙江故事、中国

故事，浙江省国传中心整合了全省国际
传播资源力量，搭建海外传播矩阵，成为
拥有网站+频道+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矩
阵的“三位一体”传播平台。网站包括印
象浙江英文网（In Zhejiang）和中国浙江
英文网（Zhejiang China)，其中，印象浙
江英文网已上线5周年，核心用户覆盖
共建“一带一路”主要国家；频道包括覆
盖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 余万
受众的电视国际频道，面向国内外籍人
士的英语传播窗口和潮新闻 APP 英文
频道；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包括 In
Zhejiang和Zhejiang China两大系列，总
粉丝超过800万。

“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的闪亮登
场，让我们对国际传播事业的未来发展
更加充满期待。”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
涛认为，浙江省国传中心的成立，将讲
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之江故
事，讲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之

江故事，讲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
代之江故事。

成立浙江省国传中心是浙江服务对
外宣传工作大局的重要举措。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姜军表示，
省国传中心要以浙江特色优势为重要发
力点，聚焦“机遇中国”“诗画江南、活力
浙江”等重大主题展开创作，“努力以‘点
石成金’的创意、真实走心的故事、爆款

‘出圈’的产品，让读者用户对‘浙江之
窗’一见倾心、百看不厌。”

为此，浙江省国传中心将聚焦打造
省级国际传播“中央厨房”、构建省域
国际传播体系、塑造浙江特色国际传播
品牌、拓展国际传播合作资源、培育多
元国际传播主体、建立国际传播高端智
库等六大主业。

浙报集团与 11 家中外媒体签署国
际传播战略支持框架协议，与 11 所高
校及智库代表签署国际传播战略合作框

架备忘录。10 位来自国内知名高校和
智库的专家受聘成为浙江省国际传播特
聘专家，12 位外籍友人受聘成为中华
文化全球传播使者。

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
院长张志安评价浙江在国际传播方面有
着“星星点点”的优势，可以依托城市
文化作为传播媒介，巩固、拓展、深化
国际传播。

“要讲好小而美的故事，就是大的
立足点、小的切入口，国际传播要契合
海外受众的特点。”浙江省国际传播特
聘专家、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长沈爱国表示，做好国际传播要讲好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友好
的、温暖的故事。

“我到中国已有 20 多年，很荣幸能
够见证我身边的成长和发展。”杭州市钱
江友谊奖获得者、中华文化全球传播使
者阿什表示，今后将继续用自己的亲身
故事，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

构建大枢纽、畅通大渠道、擦亮大
品牌、锻造大团队，浙江正在打造省域
国际传播“之江样板”。

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打造“三位一体”传播平台——

让读者用户对“浙江之窗”一见倾心
□本报记者 黄琳

谈到曾主持 18 年的 《文史哲》 杂
志，他说：“不入主流，难成一流。学
术期刊人要主动融入到当下文化创造的
主流中去。”

说起在引领学术潮流中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他说：“我们早就开始有意
识地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做文章。走在前
面是最难的。”

6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对话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
长、《孔子研究》主编、《文史哲》名誉
主编王学典，听他畅谈坚守学术期刊初
心、矢志传承中华文明的知与行。

“没有人蹚出一条成熟的
路让你走”

“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
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
究成果。”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文
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提
出的殷切期望，深深铭刻在《文史哲》
的办刊理念中，更融入期刊人的自觉担
当中。

期刊怎么办？业界有不同看法。
“绝不能采取‘你来什么稿子我就编什
么’的态度，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方
面，期刊人应该更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当
代新文化的创造中。”王学典说，要敏
锐把握时代主流的变化、文化主流的变
化，能意识到一场新的变革正在发生或
即将发生，勇敢地迎接新变化，“走在
前面是最难的，没有人蹚出一条成熟的
路让你走。”

“这就需要期刊人的眼光、锐气、
判断力，看到当下学术界的主流是什
么、使命任务是什么，为构建哲学社会
科学的中国范式贡献期刊的力量、媒体
的力量。”王学典说。

持之以恒地研究探索中华文明，是
《文史哲》的初心和追求。王学典告诉

记者，《文史哲》早就有意识地在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等命题上做文章，自觉按照
新时代的文化要求办杂志，浇灌弘扬中
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的园地。

王学典向记者介绍，收到习近平总
书记回信以来，《文史哲》开设了几个
新栏目，引导学界把思考的方向集中在
一些新问题上。

在以往设立“中国社会形态问题”
基础上，新开设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变
迁”专栏探讨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

“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就是要把中国最近 40 年的崛起，植根
在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之中。”他
举例说，放眼东亚的崛起，这些国家都
是儒家文化传播的区域，特点之一就是
高度重视教育。《儒林外史》中的故事，一
方面有人可能当笑话来看，另一方面也
足见中国普通百姓对读书的追求。“东亚
的崛起说明，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绝不是
起阻碍作用，而是为现代化起步提供了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本。”

“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专
栏是王学典同时在《文史哲》和《孔子
研究》杂志开设的。他告诉记者，两本
杂志都有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引导政
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多学科学者思
考中国的传统对当下的意义，栏目推出
后受到学界欢迎。“我们把中国传统文
化放到社会科学的视野之下，来观
察、审视、扬弃、批判性地继承。这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对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表述
是完全相合的。”

引导学界研究、引领学术潮流，
《文史哲》正在以矩阵形式发力。

2008年起，《文史哲》已举办12次人
文高端论坛，“小规模、高层次、大影响”，
王学典坚持，每届规模不超过20人，让
受邀的顶尖学者都能充分发表意见。

2014年，《文史哲》在参与文化交
流互鉴中创办了国际版。今年4月举行
的 《文史哲》 国际版 10 周年论坛，以

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探讨主题。
“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也是

《文史哲》深耕10年的项目，评选标准
是既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又有引领创新的
突破。今年4月，“中国式现代化是赓
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六二讲话’破
解古今中西之争”等入选 2023 年度人
文学术十大热点。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
使命，继承五千年来我们的先人积累的
经验和智慧，在今天把它讲明白，在明天
把它传承下去。”2023年年底，王学典卸
任《文史哲》杂志主编，“我相信在未来，

《文史哲》杂志会继续走在这条路上。”

“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的，最有可能的是儒学”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说起山东，人们往往首先提到孔子
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

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时，对山东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提出要求，王学典反复研读进而求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什么？山东

承担着什么特殊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
文化使命？

他将“线索”延伸至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阐述中。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
体学习时，这样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时代价值。“这六点全部出自儒学的
经典。”王学典说。

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
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体现的宇宙观、天下观、社
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王学典谈道，其
中“天人合一”在先秦时期与其他流派
共享，其余九点都出自儒家的典籍。

当前学术界深入讨论和阐释“第二
个结合”，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都是巨大的体系，包括很多板
块。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哪些部分？王学典认为：

“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在我看来
最有可能的部分是儒学。”

（下转02版）

“非齐鲁无以成儒学”，山东该担负起什么样的文化使命？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学典：

主动融入文化创造的主流中
□本报记者 雷萌

本报讯 近日，以“科学传承 共话未
来”为主题的《大先生》百校百场校园活动
启动仪式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举行。活动中，北京市科协、环球时报社向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捐赠了《大
先生》 节目系列产品和 《环球时报》 数字
报，帮助学生们不断拓宽国际视野，树立崇
高的科技报国志向。

为讲好科学家的故事，大力弘扬科学家
精神，北京市科协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北
京市教委等共同推出科学文化教育节目《大
先生》。节目走进科学家的教学、科研、办
公、生活等场景，深度挖掘科学家的人生故
事，深入展示科技发展和创新成果。《大先
生》百校百场校园活动通过邀请参与节目的
科学家走进校园，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传播
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

今年，《大先生》百校百场校园活动计
划在100所大中小学开展，活动以公开课为
主，结合科学小实验、科普作品展览等多元
化形式，将科学家精神与思政教育有机融
合，推动科技教育与思政教育共同发展。

（潘俊强）

《大先生》百校百场校园
活动从北京出发

本报讯 （记者张雪娇）由黄河出版传
媒集团组织策划、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书近日出版发行。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颜晓峰领衔主编，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天津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基地编写，是天津大学、国
防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院校的专家学者
组成学术团队，共同研究并创作推出的最新
理论成果。

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本质和特征
如何？与以往的各种文明形态有何根本区
别？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怎样
准确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担负新的文化使命，需要解决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其价
值意蕴“有什么”，以及“怎么建设”等一
系列问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书
对此均作了系统化、学理性的阐释。

该书以科学的史观、权威的史料、实践
性的视角、通俗易读的文风，深刻剖析了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生成机
理、内在意蕴、重大意义、实现路径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范燕莹）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指导、上海书画出版社举办的《中国艺
术文献集成》项目启动会暨首次编委会近日
在京召开。

《中国艺术文献集成》已入选《2021—
2035 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 第一批重点出
版项目和“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
划项目。该项目将对我国存世的古代艺术文
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体考察，尝试建立脉
络清晰、传统文献和现代学科相融合的新型
中国艺术文献典籍体系，填补中国古代艺术
领域大型集成性文献成果和数据库的空白。

《中国艺术文献集成》总主编安平秋从体
例、选目、提要、具体承担人和目录索引等各
方面对项目提出要求，必须严守学术标准，在
编纂过程中学习钻研，做到慎始善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阚宁辉表示，
《中国艺术文献集成》 项目具有海派特色、
世纪特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将全力支持和
保障这一项目的推进，使之成为上海全力打
造古籍出版高峰的重点项目。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赞赏《中国艺术文献集
成》的意义，并对项目各方面擘画提出建议。

《中国艺术文献集成》
出版项目在京启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孔子研究》主编、《文史哲》名誉主编王学典。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