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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这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集中

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文化观，指明了永葆中华文化生

机活力的必由之路，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

华民族有着 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

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创造了熠熠生辉、光耀世界的中华文

明，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

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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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

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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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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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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

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

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

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所以，坚持什么

样的立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首要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集中体

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是我们正确对待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开关，必须深刻领会“两创”方针的重大意

义、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用以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

部工作。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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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出

新的时代光彩。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

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

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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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

感召力。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认真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和文

化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

念、道德规范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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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

出来、展示出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

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

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积

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

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

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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