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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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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新时代实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规律使然、基因使然、时

代使然、趋势使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使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

的反映。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随着社会存在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这是规律使然。时代不同，

意识形态也不同。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无论是两

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还是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的结果。实践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时代发

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实践过程得出的必然结果。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意识反作用于

社会存在。从一个侧面讲，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促

进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

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成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

也是为适应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思

想进行转化、改造、重建；既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

也体现了原创性和时代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使然

中华文化向来是尊重规律的文化，其文化传承

有其一贯性。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都曾提出过

“道”的概念，“道”为“规律”“条理”“法度”“天理”，也

即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在文化自然演进过程中，

“道”既是文化传承的路径，同样也是尊重社会发展

规律、依法自然时序的体现。因此说，中华文化的命

脉皆是在“道”规定下不断复制和再现的。尽管在传

统文化语境中，“道”有天道和人道之分，但历代思想

家都承认，文化的发展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规律。

中华文化是尚“变”的文化，其文化演进强调创

新性。被奉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就是讲“变”的文化

经典，主张“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唯变所适”“鼎故

革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学》将“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奉为重要理念；韩非子奉行“世异事

异，事异则备变”“奉常以处变”“变不失其常”的常变

观，等等。宇宙大化，社会发展，日新不已，社会人生

的万象都是在不守故常的变易中实现的。宇宙都在

新故相除，社会与人亦当与时偕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至诚无息、自强不息的创新态度，铸就了中华文

化不断自我更新的精神品格。而中华民族在创新的

文化浸润中，尚变、顺化，在变革中前进，在前进中变

革。因此，因顺自然情势而不执泥故常成为中华文

化的主流理念。

中华文化是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主张“合而不

同”“厚德载物”。实践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

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都

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近

代以来，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能够接受马克思主

义，与传统文化也密切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传统，也有民主主

义、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传统，还有大同

的社会理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从相遇结合到融通发

展的过程，同时，也得益于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兼容

并蓄的优秀文化基因。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何以可能
◎ 赵晓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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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使然

国家富强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不竭动力。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我

们的精神命脉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

说到底就是理想信念、民族精神、价值观念等，它是中

华文化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刚健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知其不可而为

之”的奋斗力量；“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以及“爱国奉

献”的家国情怀等，都要根据时代需要重新刻画、诠

释，为国家富强贡献不竭动力，为中华民族更好地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生机和活力。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浸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及典型特征无一不始

终贯穿着“和”字，并将“天人合一”“尚中贵和”视为最

高的价值准则。“天人合一”包括人与天地自然的共生

共存，人与社会的“修齐治平”，人与人的“守望相助”

以及文明之间的“合而不同”等等，都成为中华民族共

同的思想价值基础和社会认同符号。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加强党风

政风、社风家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

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新时代，更

要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涵养个人

品德，塑造人格的心理防线，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理想信念的追求与深沉理性的

忧患意识结合在一起，继续守望生命内在的价值，培

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国走向国际舞台需要中华文化的自信。随着

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越来越走向国

际舞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

最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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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亿多中国人民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

的文化养分，要以无比强大的自信心，把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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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传

播中国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向世界展现一个

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

世界优秀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趋势使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万物各得

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习近平总书记说：“强调

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成果，而是要在

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符

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新时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要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他优

秀文明的有益成分，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不断汲取

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在这个过程

中，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出发，融通中外新概

念、新范畴、新体系。只有不断融入全球文明的发展

进程中，才能不断掌握文化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需要。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

究。”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国际社会对中国奇迹产生了愈加浓厚的

兴趣，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途径，就是要宣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中国风貌的话语体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凝结成的制度、风俗、价值理念、文艺精品、文化成果

等走向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

出能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

张、方案。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

为人类文明贡献的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过程中，应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

为公”的大同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

共赢思维；践行“天人合一”的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协

和万邦，万国咸宁”的美好追求，等等。这既是中华民

族往圣前贤的智慧卓识，为天下秩序提供的中国方

案，也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更是全人类对美

好社会的普遍憧憬和意愿。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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