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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是有明确制度属性的，特

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它产生并发展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及其优势的充分肯定和高度相信；当代中国的文

化自信不能泛化为对当代中国一切文化的自信，不

能片面化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恢复和回归，或者对

外来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甚至把它作为评判

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标准。在谈到当代中国的文化

自信时，对所谓的“文化中性论”“全面复兴论”“全

盘西化论”都必须警惕和反对。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是特定客观现实的观念形态的存在。因此，任何文

化现象都不可能脱离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现

实而抽象地存在和发展，而社会政治制度则是社会

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化是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占

统治地位的、作为主体内容的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它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对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具体的特称概念，

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泛称概念，它特指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而不是泛指对现存一切文化的

自信。在讲到文化自信时，习近平总书记从来就是

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个前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一般性定语，而

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本质规定，是不能被取消的

“画龙点睛”之笔。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

信、“四个自信”等已经成为特指概念并成为人们的

思想共识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被简化处理而不反复出现，但这

绝不能成为否认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制度属性的依

据，因为这些简化用法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框架内使用的。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不

是一般性的文化自信，而是有特定的社会制度内涵

的，正是这种特定的制度内涵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

自身生存状况、生命体验和价值理想，规定了当代

中国文化的特殊本质和特定意义。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核心对象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观念体

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显著优势，决定了当代中

国文化本身的价值和生命力，是文化自信的内在基

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

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显著优势，是当代中国文

化反映的核心内容之一，为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

提供了基本依据和制度基础。

在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维护、充分肯定和高度自信。那

些违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当然

不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范畴，把当代中国的文化

自信泛化或者狭隘化都是错误的。但是，值得注意

的是，一些人在谈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时，往往

忽略或者有意回避了它的制度规定性，把具有特定

制度性内涵和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泛化为对存在于当代中国的一切文化的自信，这显

然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认知性错误。一些人

对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所谓的“全面复兴论”，对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不做正确的理

解和把握，提出所谓的“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具体总体性
◇金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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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优秀”二字去掉，一些媒体甚至把这个论断作为

口号性的标题大加传播，这是十分错误的。中国传

统文化是良莠并存的，既包含着许多长久生命力、

持久适应性的精华性内容，也包含着一些只能适应

特定时代条件而早已过时了的内容，还有大量剥削

阶级意识形态的糟粕性内容，因此只能采取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决不可能搞什么“全面复兴”，

“全面复兴论”很容易被“儒化中国”等错误思潮所

利用。还有一些人对外来文化不加鉴别地全面接

受，陷入“全盘西化论”的文化陷阱，甚至把某些西

方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判析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标准，

沦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和帮手。这些思想

和做法当然不符合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本质规定

性，不仅不能加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相反给当

代中国文化自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伤害，为此必

须要加以反对。

二、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具有特定的价值灵魂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灵

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内在

根据；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就是要充分肯定、高度相

信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抵制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文化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

体现，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

容，集中展示了当代中国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

公民层面上的价值要求，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的价

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和贯彻了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维护社会主义制

度、发展中国人民利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有机统

一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社会主

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追求，是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人的内在素质和社会文明

发展方面的体现；它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华，融涵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优秀成

果，把共同性文明与制度性要求、民族性文化与全

人类共识有机统一起来，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

愿望和理想追求，也与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

求相一致，从而能够形成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

大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特点和显著优

势，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内在依据和深厚基

础。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根

本指导，使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获得了强大的真理

性力量，始终走在历史正确的方向上，站在了真理和

道义的制高点上。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当代中国的文

化自信具有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最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涵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使当

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具有世界包容性和全人类视野。

当代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突出任务，就是

要充分肯定和高度相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培育、坚持和践

行，坚决抵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文化

价值观。在新时代条件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

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民教育、精神文明

建设、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中发挥引领作

用，切实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

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三、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古往今来各种优秀

思想文化融通生成的结果，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力

量，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内容基础。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基础。当代中国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

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维系，

也是当代中国人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撑。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

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

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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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构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

滋养，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中国人民

的精神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历史

解释力和持久生命力，在世界上同样也产生了深远

影响，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对人

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具有先进正确的主体内容

基础。当代中国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有着显著的先进性、优越性、合理性，能够形成正确

的价值导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在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创造

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革命文化，诸如以“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涵的

红船精神，以“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坚持党的绝对

领导、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一切从实际

出发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主要内涵的

井冈山精神，等等。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

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形成了丰富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集中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根本宗旨，

反映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丰富

经验和精神力量，形成了中国人民不断实现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历史跨越的强大凝聚力量和思

想引领力量，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精

神支柱和凝心聚气的思想纽带。随着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革命文化和先

进文化的内容也将不断得到扩展和丰富。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具有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

基础。当代中国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文化自信不是离开社会实践的纯粹理论性

的东西，是与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密不

可分的，即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在阐述提高社会文明程度问题时强调，要推

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

明风尚、行为规范；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

大精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实施文明创建工程，拓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健全志愿服务体系，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弘扬诚信文化，推进

诚信建设。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开展以劳动

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加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这些内容就是新时代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

同时也将极大地丰富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容构成。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必将日益丰富，更好地

服务于当代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增强人民群

众的文化自豪和文化信心。

四、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

明确的目标指向，它存在于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方

位，贯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服

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回应了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点。

当代中国文化存在于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方位当中，

包含着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重大任务、历

史使命、发展战略等内容的深度理解和科学回答，

反映着新时代伟大实践的任务和要求，展示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是具有时

代性和先进性的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

的历史高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的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的一项根本制度，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

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之中，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当代中国文化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全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

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在于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实现这些重大历史任务离不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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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生产力、合理的生产关系、正确的发展道路和

坚强的制度保障，同样离不开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

凝聚力。文化的繁荣发展和自主自信，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现中国梦的必

要条件和必然要求，离开了强大的民族文化自信就

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中，文化建设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化

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是“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的重要目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

得新胜利的重要支撑。

当代中国文化回应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世界文明发展具有深刻而广泛影响。当今世界

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

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

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

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百年

变局之下，世界格局和经济政治秩序正在发生深刻

变动。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杰出代表的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把尊重历史规律、解决现实问题、关注

未来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科学谋划了应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战略对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战略思想，为解决当代世界重大问题提供了

行动方案；提出了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为发展方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观，引导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了以“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为核心内涵的新安全观，以“共商共

建共享”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

台，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这些重要理论观点和战略对策，在深度把握

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重大时代问题，

彰显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创造力和思想引领力，

为人们科学把握百年变局提供了深度的认知引领、

战略引领和方法引领，既坚定地维护中国的核心利

益，又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服务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事

业，不断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和尊重，也必将激发

中国人民更加强大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中国人

民在百年变局之中，主动宣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

的成果，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

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把中国文化中

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蕴

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向全世界展示，

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形成当代中国文化自

信的深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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