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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形象、政

党的旗帜。文化自信源于民族基因最深处的国民素养和精神力量。今天中国

文化自信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与滋养，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内在要术

和必然结果，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劲的精神引领。要培育、巩固和加

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要持续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坚持文化

的科学性，增强文化的说服力；坚持文化的大众性，增强文化的向心力；坚持文

化的创新性，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坚持文化的开放性，增强文化的进取力；坚持

文化的时代性，增强文化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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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

信作过多次精辟论述，认为增强文化自信是坚

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

之义；强调中国坚定“三个自信”，其本质是建

立在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

记不仅把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四个自信”，而

且对文化自信作出了更加深刻的阐释：“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１］这

一阐释极大彰显了我们党的文化情结和文化理

念，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认识的深化，可谓意蕴深远、意义重大。

　　一、文化自信的缘由

文化自信源自民族基因最深处的国民素养

和精神力量。本质而言，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一个政党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同、坚守和积极

践行，更是对其文化生命力的自信及其未来发

展的期望。因此，文化自信不仅是人们的一种

素养，也是乐观积极的文化态度，更是激发民族

活力和开发民族智慧的深沉持久的内在力量。

坚持文化自信，主要是基于文化具有以下功能。

１．文化彰显个人内涵

人既创造文化又潜移默化地受到文化的熏

陶和影响。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文化发挥其功

能的过程，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影

响不仅存在于人的认识过程之中，而且贯穿于

人的全部实践活动。纵观人类史，人们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无不打上各种文化的烙印。文

化对人的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一旦文化内化

于心，就会形成“文化指令”，从而成为人们的

生活态度和理念，成为人们行为方式的指

向———这一过程全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优

秀文化和先进文化能够浸润心灵使人充满正能

量，相反，腐朽文化和落后文化则会使人变得狭

隘、自私、无知、庸俗。

２．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每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

创造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旦被人

们接受和认可，就会成为整个民族的灵魂和精

神支柱。一个民族的兴旺不能完全靠金钱和权

力来支撑，还必须依靠自己的文化。民族文化

可以积淀成民族品格，汇聚成民族心理，使一个

民族获得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而在其

发展过程中不致迷失方向和失去动力。在历史

上，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最后征服，往往是通

过破坏其民族认同、解构其民族文化、消解其民

族自信来实现的。一个没有优秀文化和精神支

柱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民族。

３．文化是国家形象的灵魂

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的集合体，在更

根本的意义上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大国和强

国均高度重视其文化建设，不重视文化的国家，

不管其经济实力多么强盛，都难以提升其国际

影响力。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国与国之间

的竞争空前激烈，这种激烈的竞争无疑是综合

国力的较量，而其实质是科技和文化的竞争。

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文化不仅能够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等领域，而且还

能够直接创造价值。目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

国家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视文化。越是发达国

家，文化产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就

越高。

４．文化是政党的旗帜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非执政党，从成立到确

立其政治地位，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任何一

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都必须选择某种理论或者

某种文化作为自己的旗帜。政党地位特别是政

党权威的要义是争取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政

党权威必须依靠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正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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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才能确立———政党权威不是全然刚性化的

东西，还包含深厚的文化意蕴。政党权威与文

化理念具有同构性和互构性的深层关联。文化

一旦化为政党组织的集体行为和党员的个体行

为，就深层地融入政党的组织架构中，进而成为

政党的旗帜。

　　二、文化自信的源泉

我们的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既

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所言：“在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

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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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１］中国的文化自信，既

在于有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支撑，也在于有在优

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继承发展而形成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共同奠定了我国文

化自信的基础。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

精深，是因为其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之所以有顽

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其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这

是今日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优秀的传统

文化滋养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中华民族几千年

生生不息，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

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植根于国人

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希望，是无可

替代的中国软实力，也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

上其他任何民族的独特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种文化

精华闪烁着时代光辉，涵养着当代中国人的价

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

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

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２］１５８“为什

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

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

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

神脉络。”［２］１８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几

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各民族的文化不断吸纳融

合。不仅如此，中华文化还在与世界其他民族

文化的长期交流中兼容并蓄，吸收了世界各民

族优秀文化的精华，使得我们的民族文化呈现

出多样性的特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

进步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中华文化在数千年

的承继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举世

罕见，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

古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曾在世界上长期处于

绝对领先地位，给予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以重

要文化支撑，这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使我们能够创造出世界历史上一个个惊世

奇迹。

２０世纪中国最辉煌的文化景观是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２０世纪前半叶，中国历

史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

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在领导波澜壮阔

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开辟了独特的革命道路，

凝练了厚重的革命精神，形成了丰富的革命文

化。这一革命文化最具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它脱胎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是在

新形势下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升华。因此，这是

２０世纪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新的历

史条件下推进我国文化建设的厚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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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引

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伟大实践，形成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

主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当代中国特点

而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化，

它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崭新

形象。

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我们树立文化自

信的现实根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本质上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

大精神动力。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

引发的经济社会推动效应，不仅创造了“中国

奇迹”，而且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今天，

中国文化受到了全球的关注，赢得了世人的

尊重。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加

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持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以人民为中

心作为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统筹推动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１］改革推进

到今天，更需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觉意识。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华民族

在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出的种种繁

荣景象给世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时积

累和沉淀下来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需要

我们后人去挖掘、继承、创新。遗憾的是，我国

目前还不是文化强国。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的地位已经实至名归，但文化发展的程度

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还极不适应。近现

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欧美等国之所以强大，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文化的进步导致其体制

创新，进而促使其经济日益强盛。可以说，文化

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自信，既来自于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沉淀，又来自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文化的繁

荣、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足，就是文化自信的

源头和根本。目前，中国正在从文化大国走向

文化强国，比任何时候更有理由坚持文化自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当今世界，要说

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

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

有理由自信的。”［１］

　　三、文化自信的意义

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发达，都需要文

化的积淀、传承、创新。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化自信是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内在要求和必然

结果。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着内在的本质联

系。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文化

自觉是对自身文化的理性认识；文化自信不是

心傲自负，文化自觉也并非妄自菲薄。文化发

展有其自身规律，绝不能用情感代替理性，也不

能以理性否定情感。只有做到文化自信，才能

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真

心认同；只有做到文化自觉，我们党才能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清醒认识和理智

把握，从而自觉践行，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荣使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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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论是道路选择还是理论创新、制度建设，

都需要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文化自信能以

其强大的感召力，激发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和制度自信，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集纳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相对于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言，文化自信具有更为

独特和深刻的内涵，它是内化于心而无法撼动

的自信。文化自信使其他三个自信更有定

力———能使道路自信更有印证、理论自信更有

基础、制度自信更有信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

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

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

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

制度。”［１］反过来，文化自信也来源于其他三个

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成熟，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完善，作为必然的结果，文化

自信就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强大。

文化自信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不竭源

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诉求，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引领。一个国家和

民族如果没有硬实力，便会一打即败，而如果缺

乏软实力，则会不打自败。当代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也已到了关键期，此种情势使文化自信显得格

外重要。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对国家和

民族发自内心的责任担当，就不可能完成历史

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庄严使命。因此，坚定文

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事关“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时代

课题。

树立文化自信，中国有足够的历史底蕴和

底气。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

财富，而且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全球华人

共同守望的精神家园，为人类作出了极其卓越

的贡献。当代中国文化之所以如此有信心、有

定力，正是几千年中国优秀文化积淀的结果。

树立文化自信，中国有丰厚的实践基础和

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植根

于中华沃土，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

继承者，同时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

了具有真正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从而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时代内

涵。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精神支撑，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了其在实现

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

　　四、文化自信的路径

文化自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

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秩序

的重构而变迁，其演变是有规律的。历史反复

证明，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处于经济强盛、政治清

明、社会和谐的时期，其文化就会随之而繁荣，

文化自信就会随之而产生；反之，当一个民族和

国家处于经济衰落、政治黑暗、社会紊乱时期，

其文化认同必然会随之减弱。文化自信不仅需

要孕育和培养，而且需要巩固和加强。目前，我

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

人的文化自信也水涨船高。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国目前还只是一个文化大国而不是文化强

国，文化事业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文化产业

还需要进一步培育，文化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

革，文化资源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发达

国家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不断创

新，给我们的文化自信带来了挑战。在此情况

下，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持续的文化自信，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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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的科学规划和制度创新。

其一，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增强文化的凝聚

力。民族性是文化所特有的品质，体现着一个

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

族最本质也是最鲜明的标志。因此，民族性是

文化的根本，没有民族性的文化不可能有持久

的魅力。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曾经在世界上产

生广泛影响并经久不衰的文化，无一不具有浓

郁的民族性特质。中华文化正因其特有的民族

风格而为世人津津乐道。假如我们的文化与其

他文化只有雷同而没有异质性的话，那么，人们

就会对其兴趣索然，“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的”，这一论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中华民族

之所以有凝聚力，就在于全民族有共同认可的

文化存在。不可否认，在全球化背景下，在西方

文化的冲击下，中华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

挑战。所以，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当代

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

自己的精神命脉。”［２］１６４

其二，坚持文化的科学性，增强文化的说服

力。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科学文化

与愚昧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优秀文化与

腐朽文化之间的较量。科学文化、先进文化、优

秀文化传递正能量，让人积极向上，有助于社会

进步与和谐。科学的才是先进的，先进的才是

优秀的。在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向往和

追求科学文化、先进文化和优秀文化。但愚昧

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仍然有其生存的条

件和土壤，甚至会有人对其趋之若鹜，乐此不

疲。这就需要我们弘扬科学精神，传递科学知

识，掌握科学方法，引导人们学会辨别真与伪、

善与恶、美与丑。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说服力，才能真正树立起持久

的文化自信。

其三，坚持文化的大众性，增强文化的向心

力。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源自于

人们鲜活的生产实践和生活体验。一切脱离了

现实生活的文化都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少数人的文化，而是

根植于大众、人人喜闻乐见、雅俗共享的文化。

事实证明，文化什么时候贴近大众，什么时候就

会繁荣。人民大众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

果的共享者。只有坚持文化的大众性，才能使

文化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进而通过这种

文化自信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

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化为当代中国人

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

其四，坚持文化的创新性，增强文化的生命

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文化发展史就是

一部文化创新史。创新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文化的每一次跨越无不是创新的结果。无论一

个民族的文化多么优秀，一旦因循守旧和故步

自封，最后只会变得平庸和落后。习近平总书

记曾说：“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

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

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

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

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

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

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２］１６１这一论述对

新时期我国文化创新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其五，坚持文化的开放性，增强文化的进取

力。每个民族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都曾创造了

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学习、

借鉴和吸收的优秀成分。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

负，恰恰相反，文化自信需要博大的胸怀，需要有

全球视野和开放魄力。对待外来文化，我们既不

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兼收并蓄，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华传

（下转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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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释学的视角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

学真正富有意义的阐释，不仅仅是在政治哲学

观念史的考察中重塑其原本意义，更重要的是，

这种重塑其实已经包含着对文本潜力的发挥，

实现了理论的再生产。如何在经典阐释中思考

中国现实，生长出具有中国气质、风格和精神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是当前十分重要的问

题，也是正在探索中的问题。

参考文献：

［１］　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

［Ｍ］．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２．

［３］　李惠斌，李义天．马克思与正义理论［Ｍ］．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１－５２．

［４］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

［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９８．

［５］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

［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８．

［６］　亚当·斯密．国富论［Ｍ］．谢宗林，李华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６．

［７］　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Ｍ］．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３２．

［８］　ＣＨＡＮＴＡＬＭｏｕｆｆｅ．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１９９３（５）：３８８４．

［９］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

［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３２－４４５．

［１０］袁立国．正义观变革视野中的斯密、李嘉图、马

克思［Ｊ］．天府新论，２０１５（３）：２６．

［１１］田冠浩．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重思马

克思哲学的形上观点［Ｊ］．哲学研究，２０１５（４）：

１８．

（上接第１４页）
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才能推动民族文化不断

前进。“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

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

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２］１６２

其六，坚持文化的时代性，增强文化的感召

力。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于长期的历史沉

淀，更来自于当代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成功实践。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牢记历

史，继承传统，开创未来，善于创新。牢记历史，

继承传统，不能厚古薄今，更不能以古非今，要

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努力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只有这

样，文化才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才能做大做强。

所以，我们既要坚守传统，更要面向未来。我们

要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唱响时代最强音，增强文化感召力和

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以文化自信创造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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