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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重要论述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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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源自习近平总书记的个人成长经历、

家庭教育熏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马克思主义影响，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主体性、民族性、时代

性的深刻认识，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渊源，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既有着坚实的理论承袭与扎实的文化根基，也有着开创性的

革命路径与先进的思想指导，还有着充分的政策依循和鲜活的实践创新。所有这些成长历练、文化熏陶、理论

指引，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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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中心

主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

深刻，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重要论述源自于习

近平总书记的个人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熏陶、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马克思主义影响，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主体性、民族性、时代性

的深刻认识，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与理论渊源，

回答了步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

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等重大

问题，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

有机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

建设的思想，也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丰富

的人生阅历、扎实的文化根基、广阔的思想视

野、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博古通今的历史底蕴。

一、家庭教育和个人成长的历练积累

思想观念的形成往往与个体的家庭教育和

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提出，与自幼

成长过程中家庭的革命氛围息息相关，与青年

时期艰苦历练紧密相连，与步入工作岗位后踏

实肯干的实践密不可分。家庭是一个人生命开

启的起始站，是一个人品格、性情形成的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出生、成长于革命家庭中，父母都

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都是追求真理的老一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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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父母的工作性质使得他的家庭充满了浓

厚的革命氛围，并使其自幼耳濡目染父母身体

力行、以身作则的教育方式和优良作风。优良

的家风为习近平树立远大理想奠定了基础，成

为他拥有坚定理想信念与为民情怀的来源和根

基。此后，长达 7年知青岁月的磨练，造就了青

年时期习近平勤学苦思的优秀品质、坚定不移

的精神追求、踏实肯干的实践操守、知难而进的

英勇气魄。这段艰苦岁月中的读书历练，使得

习近平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于他今后成长成

才及文化思维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孕

育涵养了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习近平在正定县工作期间，对于当地的文

化资源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建设作出了

巨大贡献。习近平在福建省工作期间，对当地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尤为重视。他在《〈福州

古厝〉序》中还特别提出：“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

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现在许多城市在开

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

城市逐渐失去个性。在城市建设开发时，应注

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这有利于保持城市的

个性。”［1］在浙江省工作期间，习近平提出了加

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时任浙江省文化

厅党组书记、厅长的杨建新谈到：“这是习近平

主政浙江期间最重要的一项文化决策，这个《决

定》进一步把准了浙江文化建设的方向，擘画了

浙江文化工作未来的发展蓝图，在浙江文化建

设历史上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2］习近平

总书记的家庭教育与成长历练，使其对于文化

的理解更加深刻，为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长达五千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到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他多次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

系列重要讲话，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2021年 3月 2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考察时指出：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

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

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

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3］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

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

历史文脉的传承与发展。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与地

位。2014年 2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

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

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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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

滋养。”［4］16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区别

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立足于

世界舞台的深厚根基，更是中华民族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发展壮大的支撑力量。2014年 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讲

话中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

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

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

的。”［5］1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在全国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

幕式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还是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无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集中反映了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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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对于全党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坚定文化自

信，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

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即使中华民族曾遭受

过难以计数的苦难、挫折与战乱，但依然昂首站

立、毫不畏缩，就在于中华文化赋予了我们无穷

的力量，助推我们走到现在。当今全球化浪潮

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坚实根基。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影

响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精神特质成为时

代发展的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相关论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文化的思想精髓内核，标志着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对中华民族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识，又一次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与新的高度。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还

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都要被我们合理利用，并

且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通过科

学可行的途径方法，证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

内在机理的相互联系与价值融通，马克思主义

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

基础。如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大同思

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辩证思维与中庸之

道、文化与社会共生发展理念、个人实践与知行

合一等思想理论，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

相承，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华文化的价值构成与

理论形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

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

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

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念融通的［6］。这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继承和

应用，同时回答了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发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

问题。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了足够的养分，将马

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从革命、改革到社会建设，都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益匪浅。

“批判性继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

观点。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

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7］470-471这也正是提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出

发点和立足点。2013年 12月 30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

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8］1602014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

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8］16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切中肯綮，沿袭了中华历史

脉络并结合时代特征，特别重视以马克思主义

作为思想武器武装头脑、思考问题，以及在面对

现实问题时，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主要的方法

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贯穿于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

一系列讲话中。

三是始终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的实

践积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方面的论述中，高度重视传承和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历史地位、价值意义具有深刻认知，还在于习近

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积累和思考认知。他从

自身的学习与实践出发，不仅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深刻体悟，还切实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想精髓贯穿到自己日常行动的方方面

面。习近平到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办公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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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张挂着“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删繁就简三

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字幅①。他将“周而不

比，和而不同”作为自我勉励、为人处世所遵循

的信条并融入实践中，成为自我规范与自我激

励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将“删繁就简三秋

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两句话运用到自己的工

作实践中，认为一切工作都要尽量简洁处理，要

找准问题关键，抓住大事和重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习近平后来的

施政方针及对各项工作的领导部署。习近平还

对地域文化的发展高度重视，例如他在福建省

工作期间，对于客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

具体要求。他在浙江省工作期间，对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过多次批示。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

彩和厚重悠久，再三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2013年 12月 30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

体学习时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

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9］203从这些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的要求与实

践中，不难看出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刻认识。

三、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

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重要论述中，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化

观的方方面面。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不仅是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

论述得以形成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启迪，而且对

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大意

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也是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因

此，从时代性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列主义

文化观、中国历代党中央领导人文化观、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是对我们党百年来

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的经验总结。中国

共产党理论自信的根基在于坚持理论继承性和

发展性相统一，中华民族坚持实践、理论，再实

践、再理论，与时俱进创新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从而循环往复不断进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比较、

推求，最终选择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

社会的思想武器，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

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弘扬革命文化的理论

思想，是出于对我国当前发生巨大变化的国情

考虑。他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全

国人民也要不忘初心，不忘我们的革命宗旨、革

命理想，不忘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10］在

不忘历史的同时，也需要对当前我国的国情展

开新的审视、加深新的思考、产生新的认识。

当前我国的国情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

是我国的社会性质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我

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8］9三

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11］这就需要我们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关

系作为当前发展的主要出发点。四是在国际形

势中，我国国际地位依旧处于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关于我国国情的描述，深刻反映了

我国在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变化和长久性目

标，变化的是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变的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和“最

大实际”，以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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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的这种发展和变化使得我们必须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必须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

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面对当前我

国的国情，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地

位、作用的认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必然选择，更是现

实的需求。现阶段我们迫切需要加速转变生产

方式、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迫切需要

顺应时代潮流、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迫

切需要积极应对西方霸权主义思想、外来意识

形态带来的挑战。面对当前我国的现实要求，

中国共产党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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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马克思在研究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历史发

展的规律时，创立了社会革命理论，回答了为什

么发生社会革命等重要问题。马克思的革命文

化思想内涵丰富且独具特色，继承马克思革命

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理论；二是以实现全人类的精神解

放作为最终目标；三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

马克思革命文化观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

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12］51是依据革命

现实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作出的科学判断，表

明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观的正确性和开创

性。“两个绝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

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

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

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

不会出现的”［13］54-55，进一步阐释了“两个必然”，

回答了在生产力革命发生之后私有制阶级革命

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及时间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以党

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

革命，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一

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社会主义

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见证了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光辉历程，

其形成与发展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厚滋养，

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

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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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

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4］马克思主义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也是认识社会

的科学方法论，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和方法，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认清当代世界局势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

题。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理

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历史逻辑，成

为时代的重要命题。

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既有着坚实的理论继承

与扎实的文化根基，也包含了创新路径与先进

思想，还有着充分的政策依循和鲜活的实践探

索，结构科学、逻辑严密、立意高远、内涵丰富，

表现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非凡魅力，凸显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丰厚的底蕴，展示出马克思主义

文化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重要论述，展示了中华民族坚定的文化

自信，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强有

力的行动指南。

注释
①邱然、陈思、黄珊：《“近平同志办公室挂着一幅书

法作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人民网，http：//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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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people.com.cn/n1/2018/0228/c64387-29839485.html？d=
123，2018年 2月 28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

［EB/OL］. 新 华 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5-01/06/c_1113897353.htm，2015-01-06.

［2］田玉珏，薛伟江，路也.习书记主政那五年是浙江文

化建设大步跨越迈入前列的五年［EB/OL］.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324/c64387-320591
73.html，2021-03-24.

［3］习近平考察朱熹园谈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 哪

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EB/OL］.新华网，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3/23/c_1127243217.
htm，2021-03-23.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

出版社，2018.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知，2020（02）：

4-9.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9］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

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10］不忘初心，重整行装再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调

研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纪实

［EB/OL］. 人 民 网 ，https：//politics.people.cn/nl/2019/
0524/c1001-31100560.html，2019-05-24.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EB/OL］.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
529.htm.2017-10-27.

［12］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

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多语种珍藏版［M］.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13］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

原著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1/2021/0701/c1024-32146259.html，2021-07-01.

Historical Origin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ou Jianxin and Yang Yufeng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iginate from his personal growth experience, family educati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It embodies Xi Jinping’s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nationality and times. With strict intern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origin, it realizes the organic unity of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culture construction not only
have a solid theoretical inheritance and a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but also have a groundbreaking revolutionary path
and advanced ideological guidance, as well as sufficient policy compliance and fresh practical innovation. All these
growth experiences, cultural influence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historical source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Xi Jinping; the cultur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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