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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共产党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

从从孔孔子子到到孙孙中中山山，，都都汲汲取取其其养养分分
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
虚无主义者，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

这次会议主题是“儒学：世界和平
与发展”，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孔子创
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
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
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
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
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
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
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人类文明
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
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

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
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要解决
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
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
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
量。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
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
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
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
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
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
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
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
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
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
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
予其新的涵义。

一种共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治国理政提供启示

习近平指出，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
现实文化，应该注重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我
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
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
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生机盎然。
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
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
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
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不要看
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
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
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
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
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
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

二是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本国
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
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
化。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
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

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
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
尊重。

三是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对
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应该采取
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
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
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
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
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进行文明相互学
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
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
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
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四是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要坚
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
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继承，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
扬弃地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四项原则

用强制手段解决文明差异不会成功

习近平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
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
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
要途径。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
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
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
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
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
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

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
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
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
积极的养分。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
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
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
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
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
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据新华社

两个“不是”

共产党人不是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者

40分钟的讲话，与会
者两次站起来鼓掌，习近
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
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
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
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发
表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
响。

“太精彩了，习主席对
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阐
释高屋建瓴，既有历史的
纵深感，也有高度的现实
性，大家都赞不绝口。”与
会的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
长、秘书长王大千说，“习
主席的讲话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文化的精彩与魅力，
世界也会因此更加全面认
识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
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推动起新的儒学热和中国
热。”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
究院院长张立文表示，习
近平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中
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指
明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什
么地方，中华文明是一个
开放的体系，也是一个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华文明
不是封闭的，它吸收了外
来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不
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

只有姹紫嫣红之别，并无
高低优劣之分。从这个意
义上讲，张立文认为，马克
思主义只有与中国传统文
化相结合，才能发展。历史
上，佛教中国化之所以是
一个典范，因为佛教找到
了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
而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也
得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
传统文化相结合。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陈来教授则说，习近平的
讲话回答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习近
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
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
值”的特征，并从14个方面
具体回答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比如“道法自然、天人合
一”“为政以德”等等。

陈来还表示，习近平
的讲话为全面完整地认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
提供了指引，即儒家和其
他各家一起创造了中华文
明，中华文明是主流与多
元并存，一体多元，多元一
体，儒家和其他各家是对
立统一，和而不同。

考虑到习近平讲话的
现实意义，王大千说，“习

主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视一以贯之，而山东是儒
家文化的发源地，更应该
增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如何更好地发挥孔子思想
的现代价值，与时俱进，与
时俱新，把山东打造成道
德高地和首善之区应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

谈到孔子基金会下一
步的计划，王大千表示，

“儒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
传承，必须要融入生活，回
归日常，不能与现代生活
割裂开来。为此，孔子基金
会将从多方面拿出一系列
具体措施，并进行积极探
索，让儒学普及接地气，活
起来。2 7日，我们筹拍的

《孔子》大型电视剧即将在
山东卫视首播，28日，祭孔
大典将在曲阜举行，6种语
言的《论语》译介工程已完
成，这些举措也是对习主
席讲话的系列响应。”下一
步，还要在大学生中开展

“中华学子朝圣行”，并面
向社区创办“孔子学堂”，
让传统文化走进日常生
活，让经典教育回归“新常
态”，让大家“听得懂、记得
住、用得上、走得远”。

本报特派记者 王海涛
发自北京

讲讲话话回回答答了了何何为为优优秀秀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华社发

现场侧记

习习近近平平多多次次为为传传统统文文化化撑撑腰腰

9月9日 北师大谈不能“去中国化”

9月9日，习近平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共度教师节，从校方的展台上，他拿起
一本课标书翻看。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
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5月4日 到北大看望汤一介

“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到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与著名哲学家汤一介交谈，了解
《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

2013年11月26日 参观孔府发表讲话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在孔子研究院，习近平饶有兴趣地
翻看桌子上摆放着的展示孔子研究院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看到《孔子家语通
解》和《论语诠解》，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据新华社

延伸阅读

取道·中央超规格纪念孔子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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