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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
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
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
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
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
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
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
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在近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中华文
明的统一性。

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载体，维系各族命运，团结每个个体，凝
聚万众一心的伟力。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植根于悠久的历史传统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珍藏着
汉藏蒙满四种文字的大藏经雕版。

2023 年 6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中央总馆兰台洞库 1 号库，实地察看
版本保存收藏情况。这些用上等梨木、
红桦木制成的雕版，历经数百年风雨变
迁，依然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总书记走进库架深处，仔细观摩珍
贵文物，感受着古老文明传承至今的气
息和底蕴：“这些雕版、典籍，蕴含着中
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更蕴含着生
生不息的力量。”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中华文明
长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
一性。

这种统一性，建立在强大的文化认
同之上。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赤
峰博物馆观看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
尔》说唱展示时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
交往交融而形成的。”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辽阔的中
华大地上，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
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共同

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

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
“万里羌人尽汉歌”，从新疆出土的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到 陕 西 出 土 的 唐 代“ 三 彩 载 乐 骆 驼
俑”……历史充分证明，兼容并蓄的
中华文明，铸就了追求团结统一的民
族精神。

这种统一性，蕴藏在自古以来的实
践传承之中。

六合同风、四海一家。在中国几千
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
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的丰富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秦国‘书
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
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
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
居。”

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始终秉持着国
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
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矢志不渝地追求
统一、趋于统一、实现统一，即使遭遇重
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屡仆而屡兴、愈挫
而愈勇。

这种统一性，熔铸成血脉里的家国
情怀。

家国情怀，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条重要脉络。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
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是密不可分
的整体。

那是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
前仆后继，“我死国生，从容去”的壮怀
激烈；那是为了研制“两弹一星”，一大
批科技工作者以身许国、深藏功与名的
赤子之心；那是自愿守边陲的藏族牧民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朴素情感；那
是以身作界碑的战士们“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的无悔誓言……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熔铸在中华

民族精神血脉里的家国情怀，将个人、
集体、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让我
们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险阻，都能够团结
凝聚、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铸就共同理想信念

2018 年 6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东考察期间，登船来到刘公岛，登
上东泓炮台遗址，并参观甲午战争史
实展。

甲午之败后危难当头，中华儿女万
众一心、抗争求索，共同书写了抵御外
来侵略的英雄史诗。

总书记语重心长：“我一直想来这
里看一看，受受教育。要警钟长鸣，铭
记历史教训，13 亿多中国人要发愤图
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大。”

这是历史的教诲，也是文明的指
引：统一的信念，维护统一的国家；国家
的统一，熔铸信念的统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
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
挫折也牢固凝聚。

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
造的，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
成部分。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
亲 仁 ，草 原 文 明 的 热 烈 奔 放 、勇 猛
刚 健 ，海 洋 文 明 的 海 纳 百 川 、敢 拼
会赢……各民族文化共同熔铸中华民
族的特质和禀赋。

因为融为一体，所以颠扑不破。
从脱贫攻坚战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的坚定决心，到改革大潮中“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涉险滩”的非凡魄力；从抗疫
斗争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
怀，到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时“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顽强意志……面
对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文
明的坚韧赋予中华民族共克时艰的坚

强。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家

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2022 年 7 月 3 日，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
公众开放参观。900多件从北京故宫博
物院精选的藏品跨越千里来港展出，参
观的市民络绎不绝。

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见证
下，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
局签署了《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
作协议》，为香港融入祖国发展献上一
份文化厚礼。

“14 亿中国人民凝聚力这么强，就
是因为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华精神，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意味深长。

一样的血，一样的梦。国土的统
一、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文明的赓
续，早已成为每位中华儿女的坚固信
仰，共筑华夏儿女心手相依、团结奋斗
的根基。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一个坚
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
考 察 调 研 。 当 总 书 记 对 师 生 、对 村
民、对社区居民们讲起“我们要像石
榴籽一样”，话音未落，现场千百个声
音不约而同地响亮回答：“紧紧抱在
一起。”

因为有着坚强统一的祖国，我们才
能深入推动区域协作，让“山海情”隽永
绵延，千千万万贫困家庭得以“挪穷窝”

“换穷业”“拔穷根”；因为有着坚强统一
的祖国，我们才能在大灾大疫前坚持全
国一盘棋，展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强大优势……

纵览中华上下五千年，凡是国富民
强的盛世，无不出现在“大一统”的昌明
时代；而民不聊生的岁月，往往伴随着
政权衰落、分裂割据的历史背景。正如
孙中山先生所说：“‘统一’是中国全体

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
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昭示我们凝心聚力，在新的起
点上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明天的中国，力量源于团结。”
2022 年的最后一天，习近平总书记

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发表了二〇二三年
新年贺词。人们发现，总书记书架上新
摆放的照片里，加入了过去一年他同新
疆各族群众、同香港同胞、同陕西老乡
们在一起时的多个温暖瞬间。

“14 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
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语掷地有声。

不断凝聚共识，是中华民族一路
闯关夺隘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进道路上，突出的统一性依然是我
们凝心聚力、发展文化、复兴文明的强
大底气。

从统一性，感受文化发展繁荣的要
义——

2023 年 6 月闭幕的第十九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宜兴
紫砂、龙泉青瓷、杭绣、东阳木雕、发绣、
扬州漆器……丰富多彩的展品风格各
异，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和谐共生的图景。

文化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
的辨识度。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
特征。多元意味着丰富的文化形式，一
体则展现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
智慧、气度、神韵。

中国繁荣发展的文化，正是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的文化，是鲜明体现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它积
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从统一性，领悟万众一心的磅礴力
量——

2023 年春节期间，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票难求。人们走进午门正殿，在开年
大展“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
联展”中探寻砥砺奋进的家国情怀。

笔墨纸砚、诗书画卷……一件件饱
含经世济国之情的展品，讲述着中华文
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抱负，歌颂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精神脊梁。

正是这股精神牢固凝聚着国人，支
撑我们以分不开、打不乱、志不散的状
态，跨过历史的沟壑深谷。

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冰雪
健儿驰骋赛场取得骄人成绩，到亿万
农民辛勤劳作实现粮食生产“十九连
丰”；从各地基层干部扎根乡土投身乡
村振兴火热实践，到无数医务人员不
畏艰辛奋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我们深刻感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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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统一性，深刻认识新的文化使
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
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强音。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好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广泛地凝心聚
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
化建设和文明发展上创造新的更大
辉煌。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

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勠力同
心、和衷共济，共同守护中华民族“根、
魂、梦”，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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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

新华社北京电

从中华文明统一性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评之四

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取也，故
日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
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
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
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
的无畏品格。”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
明能够历经 5000 多年历史变迁始终保
持生机活力，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熏陶下形成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的精神气质。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是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

2023 年 5 月 30 日 9 时 31 分，神舟十
六号载人飞船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
托举下，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的首
次载人飞行任务，在浩瀚星空留下圆梦
飞天的壮美航迹。

以天为盘，以星做子。“神舟”“北
斗”“嫦娥”“祝融”……从一个个航天器
的命名中，人们读出了千年问天的“中
国式浪漫”，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
流长，又彰显着当代中国人更加坚定的
文化自信。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性
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内生动力——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
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成都博物馆，一组西汉“提花织机
模型”令人惊叹。

2012 年夏，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一
座西汉时期的墓地中，四台泡在水中的
竹木质地织机模型重见天日。

“梭过之后，居然花现”。经过研究
人员修复，2000 多年前的先进织锦技
术，携着蜀锦的流光溢彩，穿越时光，款
款而来。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
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正如 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所指出的，
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

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传统文
化与现代生活相融相通，在回应时代命
题中焕发新的活力——

《货郎图》的货摊中放着什么？《清
明上河图》里的店铺在卖什么？《滕王阁
图》的斗拱结构是什么样？曲阜孔府珍
藏的《三圣图》里的奥秘是什么？

这些让人好奇的问题，通过“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不但可以找到答案，还
可以让观者“走入”画中、身临其境。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批准、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
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
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

数字化汇聚、数字化共享，让这些
纳山河万景、历上下千年的传世古画，
生动呈现、焕发生机。

从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
文件形式推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
文化基因，到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中华文化
重要标志，文化创造与文化自信相互激
荡，彰显时代精神、升腾中国气象。

一条运河，沟通南北；一桥飞渡，长
虹卧波。

位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拱宸桥，
始建于明代，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终点
标志。

桥东岸，运河文化广场上游人如
织，精美浮雕诉说着旖旎瑰丽的运河故
事；桥西岸，“大运河新三馆”——大运
河紫檀博物馆、大运河数字文献馆、大
运河数字影像馆，以信息化手段全景还
原大河前世今生……

文脉绵延、熠熠重光，唤醒了人们
最深沉的运河记忆。

历经沧桑、生生不息，开辟了文明
发展中的崭新境界。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体现的
是“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
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
明的继承弘扬和创新发展进行了全方
位、深层次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
大论断、重要思想、重要观点。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中华
文化的“一池春水”被彻底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融汇澎湃，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充
满时代生机。

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
事物是中华民族的无畏品格

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
精神品格。

“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
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在谈及必
须坚持守正创新时，习近平总书记这样
强调。

一个“敢”字，折射出在几千年历史
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
追求，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
无畏品格。

在风雷激荡中挺立潮头，在闯关夺
隘中开拓新局。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风险挑战，革故鼎新的文化是重要力
量源泉。

清晨，复兴号高铁列车从北京西站
出发，一路向南，驶向雄安新区。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指出：“京
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
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
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从空中俯瞰，南北走向的京雄城际
宛如一条飘带，连接着北京与雄安新
区。千年古都和未来之城正日渐紧密
联系、相融一体，焕发出蓬勃生机。

起笔是世界眼光，落笔为时代标
杆，走笔成千年大计。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智慧，
“丹心未泯创新愿，白发犹残求是辉”
的信念，“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
日争新”的追求……一脉相承又不拘
定法的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
族的血脉基因，也形塑着当代中国的
崭新模样。

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始终以创新
为支撑。无论是在中华大地上耕耘繁
衍，还是远涉重洋开创新的天地，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儿女始终秉持自
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
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从“盘古开天”“神农尝百草”“夸父
追日”的神话传说，到屈原“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荀子“义之所
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的志向理念，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不惧艰辛、迎难而
上、勇于追梦的价值认同，滋养中华民族
坚持守正创新的勇毅气概和执着精神。

河南南阳温凉河畔，东汉著名医学
家张仲景的墓祠纪念地医圣祠树木葱
茏。这里见证着我国传统文化瑰宝之
一的中医药的发展，铭刻着人类与自然
疾病作斗争的历史。

2021 年 5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医圣祠观古今，并强调中医药学“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
的瑰宝”，“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
工作”。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正是因为能
够识变应变求变，中华文明才能历尽劫
波从未中断，中华民族才能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文化建
设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供
了强大正能量。

国家需要先进的价值观导航定向，
社会需要能够凝心聚力的共识引领发
展，大众需要明确的准则规范行为。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北京大学，与师生一起座谈。座谈中，总
书记的一席话道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间的关系：

“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
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
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
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
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升华。”

无论是以“中国梦”唤醒中国人民
最深厚的文化基因，还是将优秀传统文
化内涵创造性凝结于核心价值观中，推
动形成崇德向善、奋发向上的社会风
尚，习近平总书记以文培元、凝神铸魂，
不断增强国民的志气、骨气、底气，汇聚
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源头活水，润泽千年。
2022 年 5 月 27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

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
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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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深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迸发蓬勃活力，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华
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民族复兴立根
铸魂，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
感召力。

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
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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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新征程上，更需要以史鉴今，更需
要以中华文化开拓进取、不惧挑战的精
神品格应历史之变、解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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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正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

2023 年 6 月 7 日，首届文化强国建
设高峰论坛和第十九届中国（深圳）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文化强国
建设高峰论坛的贺信中强调，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促
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一件件文艺精品、一场场文化盛宴
背后，是新时代我国文化事业日益繁荣
兴盛，是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
迸发。

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
录体系，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
项……历史文化遗产生动述说着过去，
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系列图书《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深受读者欢迎，电视节目《中国诗词
大会》《典籍里的中国》海内外热播，国
潮文创、古风汉服等成为时尚……收藏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滋养美好新生活。

固本开新，绽放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时代华彩——

2023 年 5 月 20 日，南海西北陆坡约
1500 米深度海域。搭乘“深海勇士”号
载人潜水器，中国文物工作者将水下永
久测绘基点布放在海底。

神秘的古代沉船，历经500多年，与
深海考古队“相约”在万顷碧波之下。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在这片热土
上生生不息、繁衍壮大，把火热的生产
生活实践镌刻成历史、积淀成文明。考
古工作者的双手拂去岁月的尘埃，揭示
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基石所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
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
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时代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沃土，既要一脉相承、历久弥新，也
应与时俱进、固本开新。以自强不息、
砥砺奋进的文化创造坚定文化自信、增
强文化自觉，激扬自信自强的精神力
量，我们一定能够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变中求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人类追求现
代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同文明在交流
互鉴中推陈出新的历史。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年代逐梦现
代化，对文明的信仰、对文明的珍视、对
文明的坚守，至为关键。

2023 年 3 月 15 日晚，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
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
文明百花园。

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
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
代精华。

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
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
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
们就能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
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
成果。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

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力量，锻造
坚忍无畏的精神品格。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定能以守正创新
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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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文明创新性看中华民族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评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