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６月　第２０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Ｊｕｎ．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２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金项目（ＣＳＹ１８０６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１８ＹＪＡ７２０００６）；中南民族大学创新团队项目

（ＣＳＴ１９００８）

［作者简介］刘金鹏（１９７７—），男，河南省新野县人，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哲学。

引用格式：刘金鹏．习近平对毛泽东批判继承论的坚持和发展［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０（３）：１１－１８．
中图分类号：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２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１１－０８

习近平对毛泽东批判继承论的坚持和发展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

关键词：

习近平；

毛泽东；

双创论；

批判继承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刘金鹏
ＬＩＵＪｉｎｐｅｎｇ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围绕着中华文化的传承发

展问题，毛泽东、习近平相继提出了批判继承论和双创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

正确对待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从理论旨趣上看，双创论和批判继承论

都是以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根本目的。从问题意识

和理论逻辑上看，双创论不仅与批判继承论一脉相承，更是对它的创新发展。

具体来说，双创论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分析、批判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

造性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概念；进而，明确主张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科学回答了传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怎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课题。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

发展毛泽东的批判继承论基础上提出的双创论，为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１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６月　第２０卷第３期

　　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文

化血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

践中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毛泽

东同志提出了批判继承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

人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

的批判继承论，形成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论（简称“双创论”），深刻回答了中华文化

在２１世纪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为我们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

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一、从批判继承论到双创论

辩证分析、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

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自毛泽

东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关于文化

传承问题的根本方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上，恩格斯在论及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遗产时

首次阐明了这一立场观点。他说：“像对民族

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

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

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

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

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１］恩格斯以黑格

尔哲学为例，明确指出：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必须采取科学扬弃的辩证态度，而不能采取形

式主义或绝对主义的做法。其理由在于，全盘

接受传统文化，必将导向文化上的传统主义或

历史复古主义；而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则会导致

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就此而

言，坚持以辩证分析、科学扬弃的态度来对待民

族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

者相区别的关键所在。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

东同志提出了批判继承论，深刻阐述了中国共

产党人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同志郑重提出：“学习我们的历

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

贵的遗产。”［２］５３３－５３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在

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担负起传

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同志强调

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

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

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

无批判地兼收并蓄。”［２］７０７－７０８换句话说，中国共

产党人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标准对传统文化

进行批判性的清理和选择性的汲取，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而非原封不动地照单全收，也非全盘

否定。可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

统文化采取辩证分析、科学扬弃的基本态度，是

毛泽东批判继承论的精髓。据此，毛泽东同志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

和方法，划清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文化保守

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之

间的界限。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对待中国

传统文化，并根据时代主题和实践要求，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批判继承

论。２０１３年 ８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

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

用。”［３］１５６同年１１月在山东曲阜考察时，他强调

指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

挥积极作用。”［４］这就是说，只有坚持以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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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为指导，采取辩证分析、科学扬弃、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的正确态度，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由此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对批判继承论进行了创新发展，

提出了双创论，阐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

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在谈及弘扬中华传统

美德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双创论。他

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

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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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

德的生活，让１３亿人的每一分子部成为传播中

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３］１６０－１６１在这段重要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的具体问题虽然是

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但他所阐述的

思想已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传统思想

文化遗产的基本立场和指导方针，即自觉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推进中国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之

所以提出双创论，从根本上讲是要回答新时代

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随后把“双创”的具体对象从中华

传统美德扩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整个

中华文明。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日，他又提出：“要

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

精髓……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３］１６４在

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把双创论的对象明确界

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阐明了双创论的问

题意识和理论重心。具体来说，双创论所聚焦

的问题意识是中华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发

展，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实现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从方法、理由、宗旨

和目的等方面阐述了双创论的丰富内涵和重大

意义。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

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

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

人的时代任务。”［５］１１同年１０月１５日，他又强调

指出：“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

化基因……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

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

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６］２９在此，习

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双创论的主要内涵：马克思

主义是根本指导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鉴

别和科学扬弃是基本前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是基本原则，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是基本立场，实

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是基本方向，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根本目的。简言之，双创

论是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

题而提出的，其侧重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实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创新性发展。

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批判继承论，指出中国

共产党人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

史文化遗产，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创论，阐

明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基本立

场，前后虽相隔大半个世纪，但在基本精神上是

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科学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对此，习近平

总书记曾作了精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是马

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

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

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

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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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

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

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

都注意吸取其中积极的养分。”［５］１３换言之，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科

学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确保中华民族精神

血脉的永续相传。

　　二、双创论与批判继承论的异同

由于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不同，毛泽东和

习近平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上不尽相

同、各有侧重，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

就是始终坚持批判继承、科学扬弃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和方法，自觉担负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身处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首要考虑的是

如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

利。这决定了他在阐述批判继承论时较为注重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革命，强调要继承那些富

于革命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的文化内容。他明

确提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

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

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２］７０８以人民性

和革命性为划分根据，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

采取两种态度，赞扬革命性、人民性的文化，否

定乃至批判统治阶级的反动文化，表现出鲜明

的人民立场和强烈的革命取向。毛泽东强调指

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

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

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

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在中华民族的

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

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２］６２３围绕战

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毛泽东强调要以革命的

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严厉批判那些带有奴性、

压迫性与封建性的文化糟粕，表现出不破不立、

先破后立、大破大立的革命精神和思维特点。

他特别强调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

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

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

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

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

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

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２］６９５因此，在开展革命战

争、夺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注重充

分发挥革命文化的重要作用，认为革命文化对于

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２］７０８。他深刻指

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

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

战线。”［２］７０８基于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革命，

对一切反动的、保守的文化进行坚决的、彻底

的、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以利于推进革命的深入

展开并巩固已有的革命成果。在对待民族传统

文化方面，他比较强调先批评改造、后继承发

扬。这就决定了，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毛泽东

比较强调先批判改造、后继承发扬。换言之，毛

泽东批判继承论的理论重心是对传统文化进行

批判性的清理、鉴别和改造工作，进而把中国传

统文化分为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明确指出中

国共产党人要继承发扬的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

统，而不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以孔孟为

核心的儒家思想。至此，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共

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

划清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

潮在文化问题上的思想界限。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自觉担负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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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明

确提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的批判继承论进行创新性

发展的重要成果。从本质上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虽有着内在联系，但

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

着精华与糟粕的复杂统一体，是对中华民族五

千多年来所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统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部分的

总结和提炼，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分析、

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得到的智慧结

晶。从内容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国

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一切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

文明进步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内容的总称，并

不仅限于民主性、革命性等方面。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

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

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

启发。”［５］７即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

而深刻的具体内涵，包括哲学思想、人文精神、

道德理念等方面。这意味着，可以从汲取哲学

智慧、加强精神修养、提高治国理政水平等多个

方面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概念，加深了我

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将中国共产党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新高度、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优秀传统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

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

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

承。”［５］１１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所要传承和

弘扬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整个中国

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

紧紧围绕着发展现代文化而展开，努力实现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贯通，从而将文化的

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以古鉴今、古为今

用、古今融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

进程中所创造出的灿烂成果，与现代社会、现代

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太适应的地方。

尤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社会治理等还

存在着亟待协调、转化适应的问题。因此，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

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

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

到今天来照套照用”［５］１１。换句话说，对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决不能照抄照搬、直接套用，必

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则，充分发扬创造创新精神，从内容到形式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从而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为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７］１８由此可见，习近平

提出双创论，正是为了科学回答继承传统文化

与发展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实现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

一，进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总体上看，习近平与毛泽东在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方面有着一脉相承、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的思想关联，贯穿其中的是始终坚

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正确对待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正是遵循着辩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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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批判继承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毛泽东提

出了批判继承论，从总结和批判中提炼出中国

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加以

深化拓展和创新发展，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概念，并主张要对之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推进治国理政、以文化人，促进人类社会

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将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把握提

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

创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传承

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怎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大

问题，从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导。

　　三、双创论对批判继承论的深化发展

从根本目的上讲，习近平提出双创论是为

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他指出：“我们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

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

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

事业。”［８］１３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致力于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国

家谋富强，勇于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具体到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方面，

从批判继承论到双创论，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

化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坚持将传承民族文化血脉、实现中华文

化复兴作为自己必须完成的历史重任。

早在１９４０年代，毛泽东就提出建立中华民

族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任务。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

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

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

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

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

的。”［２］６６３自此，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奋斗目标是把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

自由富强文明的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毛泽

东强调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

文明先进”的国家，这就突出了文化建设对新

中国的重大作用，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

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建立和建设

新中国是为了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９］３３７。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确立了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据此，他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新目标、新任务，即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而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

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

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３］１５６随后，他多次重申

要传承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不断创造出中华文化

的新辉煌。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郑重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

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不

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１０］４１面向全国人民和

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中国共

产党人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

新时代担负起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

不断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他强调指出：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

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

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１０］４４

据此，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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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使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指明了奋斗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正式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次年８月，他就提出了创造中华文化新辉

煌的重大命题，并把它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

努力方向。这就意味着，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

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中

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

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

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

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６］５－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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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１０］４０－４１由此可

见，文化复兴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要前提和精神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文化复兴不仅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更

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必

然要求。至此，习近平总书记充分阐明了中华

文化复兴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作

用和历史意义，指明了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与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统一性。

由此可知，所谓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其精

神实质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据此，

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

国梦”，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

的初心和使命。对此，陈先达先生解释说：“中

国共产党负有新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它包括创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

族复兴，也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１１］１８０中

国共产党人所讲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有其特

定的内涵，决不是笼统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

不是复兴儒家思想。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

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她肩负着双重文化

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

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

承者和弘扬者。”［１０］４４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

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还要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中华

文化复兴有其独特而明确的内涵。具体来说，

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革命文化

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出中华民

族的新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

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从而为人

类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

进一步讲，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创造中华

文化新辉煌，绝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心目中的

复兴传统文化，更不是某些西方学者眼中的

“华夏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指出，在如何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

化与文明问题上，我们既反对“西方中心论”也

反对“华夏中心论”，主张尊重和维护世界文化

与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进

行对话交流、互学互鉴，以利于促进本国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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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丰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

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要推动中华文

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

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

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１２］１７在此，习近平总

书记阐明了双创论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文化

的现代传承和创新发展，让中华文明与世界其

他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为世界

贡献中国智慧。

　　四、结语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

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人类社会的文

明进步做出新贡献。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和

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命题，表现出高度

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于

新的实践要求，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批判继

承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

问题，为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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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７．ｈｔｍｌ．

［５］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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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

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６］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Ｍ］．北京：学习

出版社，２０１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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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９］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Ｍ］．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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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１］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Ｍ］．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２］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