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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经验与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的赓续与发展；同时也为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和参

与全球文化治理提供理论指导，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

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体系，不仅充分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也必将随

着新时代实践的拓展和认识的深化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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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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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eature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clarifying the essence and achiev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with a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represents th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in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tegrat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and the theoretical inheritance of China’s 5000-year traditional culture. I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for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Moreover, it 
serves as 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an inclusive ideolog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fully embodies the cognitive law of “practice, 
cognition, further practice, and further cognition”, but will also continue to enrich its theoretical content with the 
expansion of new-era practice and the deepening of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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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8 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

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的实践本性，凸显出“明体达用、体

用贯通”的实践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

重视实践的作用，明确提出：“这种活动、这种

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

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1]50 马克思、

恩格斯不仅强调人类实践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

和思想文化繁荣的决定性动力，也明确强调“思

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2]，充分

肯定思想文化对物质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反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也不例外，其来源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现实需求，发挥着指导和

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的作用，并随着实践的

深入而不断发展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遵循

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

至无穷”[3]296 的认识逻辑，体现出鲜明的实践逻辑。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生成机制

时代是思想之母，问题乃理论之先声。马克思

指出，任何思想文化“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

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544，都能从所处

时代的实践需求与社会需要中追根溯源。随着我

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科学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深刻意识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

物质的需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需要；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既存在物质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问题，也存在精神文化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问题。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

新时代这一现实不仅对我国思想文化发展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也需要回答和回应新时代文化建

设出现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科学回答新时代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

的新课题新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激流勇进，发挥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推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

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应该看到，在“两

个大局”交替演进的大背景下，我国思想文化领

域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产生了一系列危害国家

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的新

问题新挑战。

就国内形势而言，一是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

和不同利益格局的变化，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呈现

多元化发展趋势，其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根本指导地位造成了一定冲击。社会上各种

思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新自由主义、历史虚

无主义、“宪政”民主等各种错误思潮粉墨登场，

蛊惑人心，造成人们思想认识的混乱。二是我国

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市场逐利性无孔不入的侵袭

和挑战。中共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决定，标志着我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进

入到新的历史高度。但发展市场经济也是一把双

刃剑，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市场经济背后的资本逻辑也会侵蚀人们

的精神世界，导致文化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现

象，使得一些人道德水平下降、道德标准失衡。

三是传统媒体日益衰落、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

导致了新闻舆论场众声喧哗，出现多主体甚至无

主体的现象。部分新媒体刻意营造“信息茧房”，

制造舆论热点，甚至操控社会舆论、左右社会议题，

其对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带来了明显的挑战。新时代我国要实现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必须批判各种消极

的社会思潮，坚定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就国际局势而言，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

不仅极限挤压我国生存空间，也在思想意识形态

和国际话语权方面对我国进行打压。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

仍是‘他塑’而非‘自塑’。”[4] 美国等西方国

家占据着世界文化制高点，对我国进行话语霸凌，

肆意造谣抹黑我国形象。另一方面，我国宣传思

想文化界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依

然不得要领，存在着“发不出声”“不会发声”“不

起作用”“起反作用”等丧失国际话语权的现实

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落后就要挨打，

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5] 这恰恰说明

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尽

快掌握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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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两个大局”宏大背

景下产生的，高屋建瓴，举旗定向，科学解答了

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命题，深刻回应了

如何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时代课题；其明确提出我

党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不仅要高度重

视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也要高度重视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将坚定文化自信与坚持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提并论，使我党

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提

升到新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6]338 习近平文化思想正

是为应对国内外文化挑战而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战略新举措，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

践生成机制。

（二）传承发展百年大党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应对新时代国内外各种

文化难题、文化挑战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也

是传承发展我党百年来推进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进入新时代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地位，

提出了一系列深邃思想，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并就破解世界文化难题、文明赤字提出了一系列

中国方案，展现出高超的中国智慧。一是思想层面，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建设摆在“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突出位置，以

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坚持以文化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二是战略

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于 2035 年建成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完善了我国文化建设的

重大战略设计。三是工作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

系统部署了文化传承、文艺创作、党的新闻舆论、

网络信息安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工作。四是

国际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尊重世界文

明多样性，推进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

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中国

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推进思想文化建设的经验教

训，深刻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实践经验，系统提出了“两个结合”“两个巩固”、

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自信、“九个坚持”“十四

个强调”等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充实和丰富了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宝库，形成了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概念集合”和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思想集成”。

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宝贵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

高度契合性”[7]18，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与传承价值。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历经五千年沧桑而连绵不断，是中华民族

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气质和精神脉络。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

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

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8]。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天人合一”的宇

宙观、“天下为公”的天下观、“民为邦本”的

社会观、“仁者爱人”的道德观、“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的发展观等，都表征了中华民族

对于世界、社会和人类的真知灼见，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蕴。因此，如

何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彰显中华民

族的精神独立性与文化主体性，攸关建设中国式

现代化的“根脉”，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直

面和已经回答的时代重大问题。可见，习近平文

化思想既科学总结了百年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也立足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显示出深厚

的实践根基和历史底蕴。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发展逻辑

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

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

远没有完结。”[3]296 任何科学认识都不是终极真理，

而是在实践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新时代以

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已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机

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国内外复杂多维的文化发展

新形势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审时度势，始终坚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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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合”，不断深化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

锤炼和完善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在与国内外形

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思潮的交流交锋

中不断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充分体

现了“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

中实现文化进步”[9] 的实践发展逻辑。

（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

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 19 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社

会。彼时的欧洲社会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通过“自由、

平等、博爱”等抽象价值观粉饰其剥削本质，将

自身塑造为全社会的利益代表。在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控制下，工人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成为资本的

附庸，更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成为资本的奴仆。马

克思深刻认识到，思想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

反映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深刻

揭示了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阶级性与虚伪性本质，

不断消解和颠覆作为“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思

想统治，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提供了强

大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

变”的时代，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不仅带来经

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也带来了“世界文学”发展

的新格局。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

的深刻转变，思想文化的形态、功能也随之发生

变化，不断呈现新的时代内容。换言之，思想文

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

源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但也需要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吸纳历史经验和时

代元素。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突出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第二个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内外思想文化形势日益复

杂，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刻的中国，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创新发展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不仅是理论自我更新的需要，更是新

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的迫切要求。习近平文化

思想提出“第二个结合”，厘清了马克思主义“魂

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辩证关系，

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继承和发展了党

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突出了文化自信对于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基作用，强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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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深刻提出“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任务，以全面的战略

部署与周密的顶层设计突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根本目标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文化底蕴。

概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据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任务新实践，创新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新高度，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

性和开放性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

（二）顺应时代和实践的脉动，不断丰富百年

大党的文化实践经验和文化理论宝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文

化建设工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逐步探索出符

合当时中国具体发展实际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形成了百年大党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

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

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求充分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推动文化最大化发展。在改革开放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明确提出“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要求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为我国文化

发展方向提供了坚实保障。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决策，指明了我国文化建设的

前进方向。这些重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并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最

直接的思想资源。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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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群众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富足，也渴望更

丰富的精神生活。文化建设作为丰富人民群众精

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百年大党回应和解决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之一。同时，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思想意识和价值

领域日益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

加强对我国的文化渗透、价值颠覆和“颜色革命”，

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战已进入白热化

阶段，传统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发展战略已难以全

面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挑战，创新发

展党的既有文化理论成果成为我党维护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的关键一招。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

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应运而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

建设工作，明确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建设不仅是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党的执

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抓

手。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密集召开工作会议，作出系统决策部

署，针对意识形态工作、文艺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文化传承发展、网络舆情等不同领域，发表了一

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既深刻阐述了“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华文

化主体性”“新的文化使命”等重要理论问题，

也提出了“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

等文化发展战略和具体工作部署。这些原创性理

论成果与实践成果内涵丰富、系统全面，构成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文化

理论在新时代的最高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

作为百年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最新实践，充分彰显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

体用结合”的鲜明特征。

（三）坚持胸怀天下，始终关注和及时回应全

球文化赤字和世界文化挑战

在全球化汹涌澎湃和逆全球化沉渣泛起的复

杂背景下，世界文化发展既衍生出文明多样性的

姹紫嫣红的景象，也揭示出世界经济文化格局“东

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换言之，“东升西降”世

界格局变化不仅具体展现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地缘

政治的重新配置，也深刻反映出多样化的世界文

明、多元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交锋博弈的生动

局面。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客和

学者秉持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宣扬文化对抗与

文明冲突，渲染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学者顽固地坚持所谓“实力地

位”的立场，利用经济、军事和科技的暂时优势，

凭借自身的硬实力对外拓展文化软实力，不断对

他国进行文化输出、价值渗透，其不仅导致不同

国家间的文化软实力较量日益加剧，也使饱含西

方价值观的文化在其他一些东方国家和“全球南

方”国家大行其道，对其他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

文化生态和社会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

面对世界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习近平文化

思想坚持“胸怀天下”，以更加包容、开放的态

度应对全球化中的意识形态挑战，超越美国等西

方国家奉行的“零和博弈”和“文明冲突”等强

盗思维。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层面的实践创新

逻辑，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应对全球文

化挑战和文化赤字等问题的理论成果，也是通过

参与全球文化治理，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实

践举措。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全球化时代语境中，

文化交流互鉴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而且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实践力量。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

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0] 这一重大论断不仅为

化解全球文化冲突提供了理论支持，还为世界文

化多元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在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全球文化话语权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

展现出强大的前瞻性。一是明确强调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必须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为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二是明确强调国际传

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用中

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

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

力量和精神力量。”[11] 这对打破近代以来由西方

主导的文化话语体系，构建融通中外的、独具中

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提升我国的全球话语权和文

化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概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实践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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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也必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化而不

断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百年大党

推进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与理论

的赓续与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

新时代新实践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更是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挑战、突破西

方“文明冲突论”的窠臼、开辟世界文化多元发

展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底蕴与全球文化治理的独特实践逻辑和深远

历史影响。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导作用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

理论的根本任务。”[7]20 任何一种理论的价值都在

于指导实践，思想只有贯彻在实践上、落实在行

动上，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习近平文

化思想亦是如此。作为在新时代新实践中不断丰

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我

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理论指导、方法

遵循和发展保障。

（一）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

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

近平文化思想从战略高度锚定了我国“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并围绕这一总基调，指明了新时

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思路。在中

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系统思维，

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

发展、社会文明水平建设等多个方面，整体勾勒

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系统

提出了一系列实践路径与具体举措，不仅擘画了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也为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 202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央宣传思想文化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七个着力”的

重大任务，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七

个着力”内涵深刻，任务具体，充分彰显出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思想性、系统性与实践性，为新时

代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完成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遵循。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七个着力”中，确保党对

文化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七个着力”的

首要条件。党对思想文化的全面领导决定了我国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性、连续性与稳定性，

因此，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

话语权，确保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工作不偏离社

会主义发展轨道，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

政治保障。同时，“七个着力”不仅有理论层面

的深刻阐述，也有实践层面的明确要求，体现出

鲜明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深刻性和

实践操作性。此外，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凝聚与引领作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基本路径，可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深入展开。总

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新的文化使命”重要

论断和“七个着力”重大要求，涵盖了意识形态、

价值观、文化发展与传播等多方面内容，科学地

回答了新时代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

一重大命题，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坚实

的理论指导。

（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

作提供了方法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强调文化建设在我国“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

地位，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九个坚持”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方法

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发轫于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时

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现实实践，在我党不断深

化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中形

成了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论述，既是推进我国

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指导，也是方法遵循。一是

坚持举旗定向。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引领，提升全社会文明水平。

二是坚持人民至上。“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决实际问题

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

筑同心。”[6]338 要求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工作必须

落实“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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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

体系，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

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化创造必

须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充分彰显人民主体性。三

是坚持文化自信自立。“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6]338 要将坚持文化自信贯彻落实到

新时代所有文化建设工作之中，使之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

动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奋斗

状态，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基。

四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意味着坚持党的

文化领导权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了新时

代文化建设工作的基本政治立场；“创新”则需

要构建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的新思路、新话语和

新机制，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五是坚持胸

怀天下。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和推进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和全

球文化治理，加强文化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总之，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九个坚持”不仅从理论上深

刻指出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发展方向，也

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方法遵循。

（三）为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发展

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6 月 2 日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不仅清晰阐明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而且明确提出了“十四个强调”作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从发展目标、

实践路径、主要方法和世界视野等多个维度提出

了一系列体制机制等顶层设计，为完成“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发展保障。

首先，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必须

确立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发展目标，在第二个

一百年到来之际，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而

要完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和提升文化自信等

基本原则。

其次，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必

须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路

径。一是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引

领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巩固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

思想基础，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使全体人民在理

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二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用中国实践阐释中国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三是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双创”

激发中国文化发展的活力源泉，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走向世界；四是坚持以文化人，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各领域，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再次，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必须

探索持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主要方法。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

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彰显人民的主体性地位，

以更为优质的文化产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

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增强全社会的文物遗产

保护意识，守护好中华民族的历史资源和智慧结

晶。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凝

聚力，建设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四是加强互联网系统治理和依

法治理，营造健康向上的互联网氛围，积极打造“互

联网 + 文化”新业态，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最后，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必须

确立提升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的世界视野。文明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动力，

必须摒弃狭隘的文化对抗与文明冲突的冷战思维，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在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理念的过程中塑造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

国道路、理论与文化的认同感。此外，要推动落

实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努

力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发展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

方案，为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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