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社科文摘 12023

文 化 WENHUA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学习习近平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

◇沈壮海 马驰骋

一、对文化创新意义的深刻洞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对于文化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是对马克

思主义文化观的坚持和发展。其一，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革推动着思想文化的创新

创造。其二，思想文化决定于经济基础，同时又对经

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因而文化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

的强大动力。其三，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

和发展道路。其四，坚持人的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有

机统一。习近平关于文化创新的重要论述，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文艺创

作导向，突出强调以文化的创新发展促进人的全面

而自由的发展。

（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支撑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之兴

衰强弱与国家和民族之命运前途休戚相关。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程中，文化的繁荣兴盛将为这一宏伟目标

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而文化之繁荣兴盛与否又取

决于文化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国家之强、民族之兴，

不仅是物质上的富有，也是精神上的富有。文化创

新能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发展，能够壮大文化

事业、繁荣文化产业、提振文化优势、进一步保障人

民文化权益，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拓宽通途。

（三）回答当今世界提出的重大课题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文化交流

日趋频繁，各种思想文化渗透交锋越发激烈，国家软

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作用进一步凸显。由

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科技深层交融，在创新体系中，

文化创新发挥着引领时代风气，助推形成经济发展

新的增长极等先导性、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日益成为

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

软实力意义重大。惟有高度重视并不断推进新时代

文化创新，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方

能在世界文化风云激荡的创新高台上站稳脚跟、挺

直脊梁。

二、新时代推进文化创新的战略擘画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代推进

文化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题中之义，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新时代推进文化创新的主体力量，也是

文化创新成果的评判者和享有者。以人民为中心是

新时代文化创新工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是新时代

推进文化创新的根本价值追求。文化创新要坚持人

民立场。要紧紧依靠人民力量进行文化创新，以文

化创新成果来教育引导人民。

（三）坚持守正创新

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是文

化实现独立、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惟有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为新时代

文化创新廓清迷雾、指明方向、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二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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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文化方

能在市场大潮中不迷失方向，方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

创新。这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确

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突出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说：

“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

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

‘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

（四）坚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其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需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文化管理职能，进一步提

升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工作效能，健全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平。

其二，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激发全民族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离不开更好营造民主、公平、理

性的创作氛围以及尊重创新、鼓励创新、保护创新、

争先创新的社会氛围。

其三，与高新技术深度融合。文化与高新技术

的深度融合，推动着文化的内容、表现形式、传播手

段等方面的综合创新，有利于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及

发展新型文化产业，也深刻地改变着个人的文化生

活。文化创新与技术创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文化

与科技联结、与创意嫁接，能够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五）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一是在传承中创新。习近平关于文化的传承创

新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强

调了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其二，阐释了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关系。其三，揭示了在

文化传承中创新的基本原则。

二是在交流互鉴中创新。不同的文明蕴含着不

同的文化底蕴，文明交流互鉴，是促进文化创新的催

化剂。首先，文明交流互鉴涵养文化创新。其次，在

文明交流互鉴中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最

后，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世界文化互鉴创新作

出新贡献。

三是增强文化原始创新能力。第一，要从问题

出发，激活原始创新的动力之源。第二，要立足新时

代、扎根新实践，铸牢原始创新的现实根基。第三，

要充满信心、鼓足勇气，增强原始创新的精神动力。

三、习近平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的时代意义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创新和

建设的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文化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一，进一步提升了党对文化创

新战略意义认识的高度。其二，深刻阐明了文化创

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其三，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创新

的方法论原则。

（二）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方向

第一，强调以文化自信自强推进新时代文化创

新，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奠定了思想前提、注

入了精神底气。第二，对新时代推进文化创新的战

略擘画，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找准了关键着

力点。第三，对新时代文化创新原则及要求的系统

阐论，强调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的重要意义，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构筑了坚

实的制度保障。

（三）为人类文明创新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不仅是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者，

更是实践者与引领者。我们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提倡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保持自己民

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成功

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

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人类文明

发展新路。新时代的中国不仅将自己在文化创新创

造中所取得的成果不断奉献给世界，也有信心、有能

力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人类文明创新发展，

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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