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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浩瀚的

历史长河中经历过多少坎坷曲折，但它却从未停止过、间断

过，自始至终不停地滋养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支

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古至今中华儿女都在不断汲取传

统文化的智慧并为其深感骄傲，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的宝贵精神

价值为当代文化自信增添了一抹亮丽的底色，而在当代文化自

信的影响下，中华传统文化也将以更多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二者互相成就共同携手促进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体现着中华

民族一代又一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审美观念等智慧的总和。它绵延上下五千年，犹如浩瀚无

边的文化海洋，它包罗万象，犹如璀璨的星河精彩纷呈。纵观

历史，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传统文化也成为当今世界最

悠久灿烂文化的一部分，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改革与创新

中向前发展。世界历史文化中也曾涌现出无数优秀的文化体

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历经沧海桑田，大部分已经销声匿

迹，只有中华传统文化从未间断过，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儒家、道家、诸子

百家等文化精髓，形成了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从上古时期、华

夏文化开始萌发文化形态，到殷商时期逐渐发展成形，最古老

的甲骨文就诞生于这个时期，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崭新的一

页。文化的绵延给西周时期带来了极大影响，礼乐制度、文学

艺术、社会治理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个鼎盛时期的积累为

百家争鸣做好了铺垫。百家争鸣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最

为重要的一次思想盛宴，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互相冲击，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有些思想至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孔子开

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主要核心，遵循仁义礼智信，以老

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以“道”为核心，遵循道法自

然、无为而治，这些主张在经历数千年的演变中，至今仍然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从来都

不是一家独大，之所以能够传承千百年，是因为其多样、开

放、包容的特点铸就而成，才使得多元文化之花共同开放在这

个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

2当代文化自信产生的依据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与政党对其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

以及坚守，也是我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文化传承发展问

题思考的重要成果。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能

引导人们纵观历史、立足当下，不断透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

质。文化自信是凝聚所有中华儿女力量的纽带，在社会发展中

不断传承和创新，它的发展不断促进一个民族文明的延续，在

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生命力，始终保

持自身的特色。

中华文化璀璨辉煌、光彩夺目，文化自信的产生顺应时代

潮流，有强大的依据作支撑。首先依据国情，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就，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各方面不断深入改

革，顺应时代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幸福感日益

增强，民族凝聚力空前高涨，这为文化自信的产生提供了丰沃

的土壤。我国具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要发出强有力的“中

国声音”，彰显我泱泱大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必然要对文化

充满自信。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多元文化的盛行影响着人民的生活

。结合当前我国国情，为应对各种复杂形势，文化自信如春雨

般应运而生。其次依据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自

信的源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求学意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豁达情怀，“王师北定中原

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等。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蕴

含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为我国文化自信提供了深远

的导向，也是我国文化自信提出的重要依据。曾经艰苦卓绝的

抗日战争中，那些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追求理想的红色文化

早已扎根在无数中国人民的心中，“两弹一星”、“铁人精神

”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精神都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基

于我国当前国情与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这颗种子的种植提供

了广袤的天地，文化自信才能在这片热土上茁壮成长。

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自信中的精神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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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类的历史文明发展长河当中，文化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精神价值，并始终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当前我国的文化自信并不是凭空提出，而是凭借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现状的有力把握，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念，是对传统与当代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豪感。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发源地，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挖掘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汲取璀璨的智慧力量，不断为文化自信注入浓厚的文化底蕴，在改革和创新中积极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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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自信中的精神价值

3.1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自信的源泉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凝聚着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追求，是

人类创造文明的奇迹，是当代文化自信的源泉。

从先秦时期文化的萌芽到诸子百家的鼎盛繁荣，从西汉到

盛唐，有过历史动荡、文化冲突，也有过相互融合、互相促进

发展的阶段，都给中华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活力。唐朝

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文化呈现大气、包容的姿态，吸

引无数外域人士慕名而来交流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作

品脍炙人口、妇孺皆知，颜真卿、张旭等书法造诣更是高超，

绘画艺术也逐渐走向成熟，如今敦煌莫高窟里的唐朝壁画还依

然清晰生动。

如果说唐朝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顶峰，那么两宋时期的

诗词更是精致，涌现出朱熹、周敦颐等一大批学者，《清明上

河图》这一传世名作最能代表宋代文化的繁荣与活力。元明清

时期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本草纲目》等，更是代

表当时社会重要的文化典籍，为我们也留下了珍贵的参考价值

。

从四大发明到四大名著，从不计其数的的诗歌典籍到丰

富的哲学思想，从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到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

，从高尚的道德情操到与世无争的价值追求，这些璀璨的传统

文化，如果说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非儒家文化莫属了。儒

家思想以孔子、孟子的学说为代表，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我和谐共处的思想体系，以及我们经常听说的“求同

存异、和为贵、来而不往非礼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等，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注重以和为贵，这些理念

构成了独特深远的价值体系，构成了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家园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

数不尽的文化典籍，说不完的诗词歌赋，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文

化的瑰宝，绵延至今是当代文化自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

源泉。

3.2中华传统文化为当代文化自信增添底色

五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华传统文化经过时间的洗礼，穿越

时空依然给予中国人民正确的精神指引，它犹如一颗光芒四射

的明珠将当代文化自信装点得美丽迷人，为其增添一道最亮丽

的底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多元文化盛行的背景

下，孔子早在几千年前就已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

，体现了个人修养的高尚情操与自我约束，这是我国传统文化

优秀的内在品格，能够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喜欢的事物

不必施加到别人身上，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以沟通的方式

解决问题，少给自己树敌。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的实干精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要“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告诉我们从自身做起的

重要性，这些名句不胜枚举，也是在文化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让

我们如何正确地选择文化道路。从个人修养到国家管理，中

华传统文化无处不在为文化自信彰显大国本色，目前国际上纷

争不断，各国处理事件时各抒己见、意见不一，无法达成一致

，然而“求同存异”一直是我国处理国际纷争的态度，在“

智者求同，愚者求异”的指引下，“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

横空出世，彰显大国外交的独特魅力。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华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广阔深远

的视角，我们秉持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的态度处理国际事务、

减少国际冲突。中华传统文化无论从个人品格还是从国际视角

都为当代文化自信增添一抹最具特色的文化底色。

3.3中华传统文化让文化自信体现历史价值

想要全面了解中国需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开始，按照从民

族的形成到发展的路径，能够清晰地了解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

追求、历史文化的渊源、独具特色的价值体系，越了解就越能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进而增强文化自信，正如习近

平所说“只有很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很好地

认识和选择当代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进而增强文化自

信”。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数思想规范充斥其中，我

们不能原封不动地生搬硬套，有许多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形

态，但对于当今社会来说早已过时，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古为今

用，在新时代的模式下学会取舍与创新，淘汰落伍过时的理

念，将精华部分加以创新让其更符合当今社会。也就是对传统

文化中的思想需要加以鉴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选择地

继承传统文化，才会让当代文化自信更加光彩夺目。例如，道

家思想主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呼吁人们遵循

自然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事物强大至极，

则会转向衰亡”、“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主要

强调了，要以柔克刚、以少胜多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社会发

展来说，还仍然有深远的指导价值。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博大

深远，全面了解历史文化，在选择中学习与继承各种历史文化

精华，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4中华传统文化让文化自信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

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全部照搬，而是依据时代特色，将具

有时代价值的传统文化在创新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

顽强的生命力，它能够穿越千年时空依然在中华大地生根发

芽，这简直是人类文化进程中的奇迹。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

所以在世界上一直有影响力，不是靠着强大的武力威胁，也更

不是靠着万能的金钱收买，而是靠着中华文化强大的感染力与

号召力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华文化逐渐在各国

盛行，也深受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喜爱，中国声音也能在国际

舞台被聆听，我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困

境指点迷津。例如：《礼运大同篇》中“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里描述了，孔子的理

想世界，天下太平没有战争，人人和睦相处，丰衣足食、安居

乐业，这也就是所谓的大同世界。“大同”思想与当下我们的

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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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也促进与他

国共同发展，谋求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对“大同”思想的创新，中华传统文化

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智慧，蕴含着无穷的中国力量，至今它仍然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当代文化自信具有深

远的时代价值。

4文化自信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体现

4.1文化自信为中华传统文化更换新衣

自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引领我国经济不

断向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思想觉悟也日益提升，

对精神文化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新时代的背景下，继承与

弘扬传统文化能够满足我国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发展与创

新传统文化是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中华

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时代产物，本

身具有时代特色与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要古为今用，就不能削

足适履，让人贻笑大方，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加以甄别，在

扬长避短中继承。将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与当代文化相互融

合、相互促进，为传统文化更换一件崭新的外衣，才能真正满

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的要求。

文化的传承在于创新，需要不断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传

统文化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与创新的

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产生新问题、新矛盾，必

然会产生新的文化，因此秉承开放、包容的姿态，将传统文化

与当代文化有机融合，为中华传统文化披上“当代”新衣，才

能让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延续下去。

4.2文化自信为中华传统文化打通传播空间

如今，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人们生活方式在不断改变，生

活节奏不断加快，很少有人抽出时间专门去图书馆寻找传统文

化书籍，静下心来仔细翻看，这些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书籍只

能孤独地呆在图书馆的一角，无人问津。时间与地点的限制阻

碍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人们的见面，然而随着网络的普及，新媒

体时代的来临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打开了辽阔的空间。人们

更喜欢通过便捷的电子刊物、手机终端、无线广播等多种方式

获取信息，尤其是通过手机终端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翻看喜欢

的节目。虽然中华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的占比不大，但这也是传

统文化的机遇，利用好人们常用的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用人

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建立完善的中华传统文

化教育体系。从教育抓起，加大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分量，在

将“勤俭持家”和“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文化，融入到当前

的中小学教材中，要让中小学生更加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因

此，加大中华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的占比，充分运用媒体技术展

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高中小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让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多种形式走进千家万户，让灿烂的传统美

德在新媒体时代广为流传。

4.3文化自信让多元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和平共处

不同的历史背景成就不同的文化特色，世界各国文化各具

独特魅力，共同构成了精彩纷呈的人类文明。每一个国家的文

化都有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只有文化在不断交流融合，

逐渐求同存异，才能促进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和谐相处，一起

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例如：佛教在西汉年间传入到我们

的，佛教与儒家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教导人们孝敬父母、弃恶从善，主张众

生平等，这不难看出它融合了儒家思想的内容，逐渐被人们接

纳，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很多百姓十分虔诚地信仰佛教。儒家

文化也不甘示弱，在我国古代它被东南亚一些周边国家吸收融

合，对其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在多元文化盛行的时

代，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也要秉持清晰的认识，运用高

度的文化自信坚守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另外，我们不断挖掘传

统文化的强大优势，运用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优良的外来

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优良的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为文化自

信添砖加瓦。

结语

文化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进步，都要

伴随着文化发展的历史印记。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重

要的意义，一个国家的荣辱与兴衰都以文化作为支撑，中华民

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需要以文化的繁荣为依托。在新时代的伟大

征程当中，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要积极创新与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当中的精神价值，才能书写出这一代的绚丽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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