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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中国”的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化和文化创
造；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和文
化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是 2023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新概念新理论。习近平文
化思想是关于文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其发展
的本质性规律性系统性的观念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背景深广、视野广阔、内涵深刻、内容
丰富，涉及文化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各方面全过程，是中国当
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文化使命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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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发展的新使命首先是文化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是全面繁荣的事业，既要有经济繁荣，又要有文化繁荣。经
济繁荣，文化贫乏，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中
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既要物质富裕，又要精神富
足，因此，推进文化繁荣就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其次，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建设文化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具有全面性的特点，既包括硬实力层面的经济强国、军事
强国、技术强国，又包括软实力层面的文化强国、智力强国、
道德强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综合起来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最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传统文明，但是那是
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文明，是我们祖先的荣光。如今，
我们进入现代工业时代、智能时代、全球化时代，必须创造与
此相适应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目标
就是“再造文明”，我们今天更有实力、有能力、有动力创造中
华民族新的现代文明。

二、文化地位思想。文化的地位极为重要。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人没有血脉不能活，民
族丧失自己的文化就没有了自己的生命。亨廷顿曾指出土
耳其、俄罗斯等世界上几个陷入“自我撕裂的国家”，都是失
去自己文化血脉的国家。文化能化人、能育人，因此，在社会
主义文明建设中一直有精神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中有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
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文化建设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持。文化建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有
本体意义，又有工具意义。

三、文化自信思想。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实践和文化
认识基础上的高度坚定的文化信心、信念。在“四个自信”
中，文化自信是最为根本的自信。我们具有文化自信的底
气，即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创造的连续不断地灿烂的中华文
化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延续
至今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人类文明新形
态。文化自信是建设文化强国的主体精神姿态，有这种自信
姿态，就能够在文化上不卑不亢、守正创新、稳步前进。坚持
文化自信，要求既克服文化自卑，又反对文化自大。文化自
卑和自大，都难以创造新文化新文明。

四、文化主体思想。我们要建设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是
什么性质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此外的
别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此
外的其他文化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源、养
料。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一直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其中的“今”“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践，

“古”“洋”都是“用”，是资源、养料。文化的主体和养料不
能搞混淆，否则文化建设的路就会剑走偏锋，就不能做到
守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

和本体，在文化上守正就要守这个正，然后在守正基础上进
行文化创新。

五、文化核心思想。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价值观。文化
是价值的外在展开形式。文化体现价值、价值观，落实价值、
价值观。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目的是弘扬、践行、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成为全体国民的内在
信念和自觉行为，也就是成为行为习惯，成为文化。要通过
国民教育、宣传舆论、文学艺术作品等手段途径，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逐步向人的内心和行为内化转化积淀，这是一个
久久为功的价值工程、文化工程。在国家文化交往中要以全
人类共同价值为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新文
化新文明。

六、文化引领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当代文化
建设的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文学艺术作品创作、文化
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传媒网络发展等文化活动都要以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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