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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罗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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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世界文明中不曾断流的文化长河，为了能够在世界文化洪流中始终站在弄

潮儿的位置，那么中华传统文化就必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光彩，这就必然要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以内容转化强化传统

文化的时代感，以形式转换增加传统文化的吸引了，以平台转换提升传统文化的亲近感，进而以文化人，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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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性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赓续和发

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

亘上下五千年，虽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出现过断

流的古文明，但是其中不乏一些因晦涩难懂而被人们逐渐疏远

了的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因传承中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了的传

统技艺，这些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如若忘记

这些优秀的文化，就会失去一段历史，失去一组基因序列，在

随着时间沉淀，便会失去民族的血脉。正因如此，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刻不容缓，只有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时代的洪流中涤荡，才能够使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中

华民族的血脉代代相传。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以文化人，

坚守文化自信的必行之路。文化自信融入贯穿于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人不晓，是一

个国家抑或是一个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种

坚定的信念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基于民族基因和精神谱系而形成

的，会自动形成一种民族内部的向心力以及共同御外的凝聚力。

只有通过创造性转化的思想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

价值和发掘其潜在影响力，才能在实践中逐步培养人民群众成

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文化才干，培养毫不动摇

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的接班人，为新时代党

和国家文化新局面的呈现提供坚实的思想力量和文化延续力量。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建设文化

强国的现实条件。十八大以来 , 我们党将我国的文化建设工作放

在了一个更重要的地位，其中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也

被置于文化工作中的重点 , 明确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 特别是在

现代数据化和科技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跨时空交流、与现代科技跨维度结合，体现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亘古不变的求索特质，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

代流传的涅槃赋性，而围绕这般强盛文化成长壮大的中华民族

也拥有其他任何民族都难以比拟和难以估量的力量，这种力量

必将推动全体中华儿女奋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

文化自身的特点属性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

转化，能使中华传统文化突破时间和空间地羁绊，展现出时代

禀赋。文化不是社会发展而自然形成地历史作物，而是人们对

于社会发展的一种能动反映，因此文化作为人们所创造出的精

神产物，是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根据人的自身需求的变化

而变化的，也正是因为文化的这种发展性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能够回应时代的召唤而生，能够结合人们的需求而

变。同时中华文化作为多民族融合的文化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包

容性和开放性的属性，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能够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以及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创

造性的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发展动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

够经久不衰，熠熠生辉。

国家政策的陆续出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

转化，在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下，社会逐渐形成了浓厚的文化

氛围。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不断呈现出一幅朝气迸发的前景，党

和国家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注，持续推进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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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在这一系列方针政策中，中华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事业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

平总书记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讲话，

为指导传统文化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指示，为人民群众明确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定位，厘清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

有利地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批判性继承的进

程，有效地打造了传统文化学习的良好社会环境。

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

转化，在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前进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

闪烁着无限的可能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时代以来，

我国的科技不断提升，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声音、文字、影

像、超文本链接、云技术等一系列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文化带来

了新的途径，为文化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思维，也因此迎来了新

一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一系列立足于时代精神和时代

潮流 , 根据时代问题和时代要求，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促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如雨后春笋般冒头，借

助 AR、VR、MR、大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原则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时一定要坚持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原则。“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

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

件下创造。”[3]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华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就可能会无法辩证的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并且出现丧

失中国特色和中国立场的严重情况。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

了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坚持里两个结合，只有与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结合才能够使中华传统文化散发真理的光

芒，沿着正确道路前进，也才能进一步的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

主义。而只有科学地分析、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时代精华，进而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才能使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更加铿锵有力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立体的形象展现不朽魅力。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时一定要与坚持

正面宣传的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生息

并强大兴盛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时我们要秉

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原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

点，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高度的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

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4] 新时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

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忽视更甚至于错误思想的干扰，导致人

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持有一种偏见，总是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时历

史的淘汰产物，于当今我国社会的发展毫无意义。面对这种全

面否认和不公正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观点，我们必须旗

帜鲜明地反对并以正面宣传和教育为主，深入细致地阐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价值，阐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

会契合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改变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和观点。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时一定要与坚持

多元共存的原则。无论是中华文化抑或是西方文化都是历史所

创造的人类文明财富，是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文化虽然不可

以复制，但是文化可以有益的交流，这是各个民族了解世界，

发展自身所必须迈出的步伐。当代社会，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化时不免会与西方文化有所交集，这个时候，我们

就要理性应对不同文化带来的思想碰撞，切忌不可盲目的骄矜

和自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客观对待中西文化差异，既不能秉

持历史文化虚无主义，认为中华传统文化都是无用的，也不能

固步自封，完全抵制西方文化，我们要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共

存性，在坚持文化特色的同时补充其他文化的优点。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时一定要与坚持

以实际为导向的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

当代的”[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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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留给当

下的精神宝藏，也是回答时代之问的钥匙。随着世界进入新时

代，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各种发展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

题层出不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如和合思想转化为和谐思

想、民本思想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等创造性转化促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力地推动了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延千年，是沉淀在每一名

中华人民内心中最深厚的精神力量，是流淌在每一名中华儿女

生命中的血脉力量，使得中华民族能够修养身心，积聚力量，

支撑着中华民族走出了深重苦难，走过了伟大成就。在新时代

背景下，只有更加系统的阐释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

路径才能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姿态绽放活力。因此习近

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做出进行创造性转换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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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示，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立足于时代，对中华传统文化

中仍然具有价值的那部分内容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释义

以及表达形式，以当代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呈现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能够强

化传统文化的时代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不是被束之高阁，

只供人参观的宝物，在中国人民的创造性转化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容得到了巨大的升华，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内核和思想支柱。在现代气息的晕染下，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

也被转化赋予了时代的标签，以传统节日七夕为例，传统的七

夕节传达出来的就是一些民间习俗文化，如参拜七星、七夕观星、

投针验巧、穿针乞巧等，但在时代背景的加持下，七夕突破了

以往狭窄的爱情框架，不仅向人们传达出了自信自强的女性价

值观，同时还以古老飞天梦和当今航天梦的有机联合赞扬中华

民族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前赴后继的民族精神。同时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传统吏治到全面从严治党、

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天人合一到构建美丽中国。[7]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能够增

加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想要活化，不仅在内

容上需要转化，在表达形式上也需要有所转化，从静态的文字

形态转化为动态的影像形态。以河南卫视播出的系列文化记录

节目为例，2021 年河南春晚节目的《唐宫夜宴》诞生于河南博

物馆中的 1500 年前的陶乐舞俑，以让文物活过来的创新演绎手

法带领观众在大唐盛世中自由穿梭，生动地演绎了一场博物馆

奇妙夜。在节目爆红之后，河南卫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持

续推出了《元宵奇妙夜》《清明时节奇妙游》《端午奇妙游》等

一系列依托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节目，通过熟练应用 5G、AR 技

术、VR技术等现代科技，使中华的壮丽景观于人民眼前徐徐展开，

将中华的古老文化于人民耳旁娓娓道来、令中华的民族精神于

人民心中熠熠生辉，宣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出 21 世纪中原

文化的永恒活力和不朽力量。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能够提

升传统文化的亲近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与媒介

紧密联系，传统的媒介书本画册只能让人对传统文化有思想上

的认识和提高，但是对于传统文化带来的疏离感和距离感是难

以消除的，因此从媒介物上手，能够对拉近人与文化大有帮助。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保护和传承工

作的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进入大众生活，各地政府

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都搭建了相应的平台，以这样

的平台作为媒介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大众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参

与的物品，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审美巧思和时代蕴含吸引着人

们的注意。在时代的不断变迁过程中非遗文化代代相传又与时

俱进，在非遗文化背后流淌着的是工匠之人的坚定伟力和不懈

毅力，蕴含着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和文化基因。同时以文

旅作为切入点，人与历史场景的交融能够更直接地激发人们对

于传统文化的情感流转，同时以传统文化根本而转化出的文旅

产品也能够使得传统文化更进一步的拉近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五、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无比璀璨的文明成果，

历经五千年的战乱纷争和时代变迁，却依旧能够将文化基因保存

完好并世代流传，既依托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世不竭的

顽强生命力，也依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

这也充分预示着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时代如何更替，中华民族

将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就注定了会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为中华民族崛起灌注

精神源动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奠定文化根基，为世

界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伴随着世界进入新时代，

中国进入新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和实践的洗礼下转

化创新，必将升华到达一个更高的历史高度，成为具有多元化、

全球化、时代化的历史文明成果，持续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步伐，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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