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 ：10. 13766/j. bhsk. 1008−2204. 2024. 0748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动态与展望

刘　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学界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科学体系、主要特征、重大命题、工作布局、世界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其中蕴含的哲学意蕴、概念范畴、世

界观方法论等理路作出探讨，为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担当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参考。同

时，部分现有研究尚存在概念错位、内涵外延不符、判断推理欠妥等缺陷。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可以

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文献和个案、整体和部分、中国和外国等多维度系统深化和探讨习近平文化思

想与“两个结合”、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命题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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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rends and Prospect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LIU Ca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a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practice in lead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cholars have studie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 terms of its generative logic, scien-

tific  system,  main  characteristics,  major  propositions,  work  layout,  and  world  significance,  and  have  explored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concept  categories,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that  are  embodied  in  it,  which  pro-

vide a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shouldering the cultural mission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However, current studies still have some limitations, such as misplaced concepts, inconsis-

tent connotations and denotations, and improper judgment and reasoning. Therefore, we can expand systematically the

stud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history and reality, theory and practice, lite-

rature and individual cases,  the whole system and parts,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and explore the inherent

logic betwee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the propositions of “ two integrations” ,  the building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culture, and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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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

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同年 11月，中共中

央宣传部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蔡

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1]。自党中央提出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概念以来，有关的课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

类：一是有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献和摘编，如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习近平关于中国

式现代化论述摘编》[2]；二是主流媒体刊发的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章，如《人民日报》发表的

署名任仲平的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

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3]；三是记述新时

代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报道，如新华社记者撰

写的《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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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评述》[4]；四是相关部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章，如中共文化和旅游部党

组发表的《奋力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5]53-58；

五是专题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章。党的十九大

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之前，学界探讨了习近平

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思想”等概念和命题。自 2023年 10月至 2024年

4月底，在知网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可获得百余篇相关文章。学界从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基本内涵、科学体系、理论特

质、世界意义等方面均作出了探讨。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背景和

生成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是在新时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

中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科学的

理论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着眼中华民族民族

伟大复兴和文化复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

史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

成和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依据；继承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

的理论逻辑；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

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实践逻辑。 

（ 一 ）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

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和条件，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明再现辉煌。中国式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

展正处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新方位。在此

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因此，根据大历史观，注重以宽广深厚的历史

视野洞察文化发展大势；根据大文化观，注重从物

质与精神关系的大逻辑把握文化发展功能；根据大

时代观，注重在全面观照时代变革中引领文化发展

方向——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演进发展的基本逻

辑和基本要素[6]。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来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

顺应时代变化的需要，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的需要，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需要，是新时

代推进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需要[7]。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集古今中外

优秀文化成果之大成，把握世界和中国思想文化变

化之脉搏，拓展新时代文化建设之新局，集中体现

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具有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现实基础[8]4-15。 

（ 二 ）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

理论总结”[9]。

第一，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历史成就的理论概

括。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从“两个大局”联动的高

度，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

重要位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一系列战略规

划，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推出一系列战略举措，推

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

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

本原因就在于有习近平作为总书记领航掌舵，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科学指

引。习近平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10]。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

成，是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新

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旗帜和灵魂[11]61-64。在习近平

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领域实现了系统性重塑、整

体性重构，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

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12]。

第二，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时代课题的科学

回答。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有其回答

的中心问题和时代课题。面对国内多元文化思潮、

世界多元文明现实，如何走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怎

样走这条道路、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使命是什么等问

题，关系着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人的精神世

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达和中华文明与世界文

明的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回答这些重大问

题中形成的[13]。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新时代文化建

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责任使命、功能价值等

方面，回答了文化层面的“四个之问”[14]。习近平

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回答了文化建设的中国之

问；坚持胸怀天下，回答了文化建设的世界之问；坚

持人民至上，回答了文化建设的人民之问；坚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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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导向，回答了文化建设的时代之问[15]1-14，是担负

新时代新的使命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三，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总

结。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出席一系列有关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座谈会，审议通过一系列规划和方案，

考察文化传承发展项目，在重大国际场合阐明中国

思想和中国方案等，逐渐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从领导文化工作实践来说，习近平把握“三大规

律”，推进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

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

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16]。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在

文化工作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经历了在正本清

源中举旗定向、在守正创新中全面推进、在系统谋

划中科学总结等阶段，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17]。 

（ 三 ）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

论来源。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关于政治立场、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

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等的观点[18]。习近平

文化思想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领导

的党性原则、文化创作的人民导向、文化建设的批

判向度、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等的理论资源[19]3-10。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

明起源、文化本质、精神文化生产规律、文化的意

识形态性和多样性、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阶级性、

文化领导权等的一系列理论[20]。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直接来源。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革命战争时期党的

文化思想一脉相承，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思

想的创新发展，是对新时代文化发展态势的把握和

现实经验的总结[21]。习近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地位、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和战略规划等方面，

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传统文化观[22]。习近平文化

思想是在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赓续中国共产

党思想智慧、把握国内外文化发展形势的过程中逐

渐形成的[19]3-10。 

（ 四 ）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待中国道路、民族复兴和

中华文明，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和标

识性特征。坚持从大历史观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历史逻辑。一万

年文化史的延续发展，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创新升

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坚定的

文化自信守牢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构筑了习近平文

化思想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23]。“独特的文化传

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之源；“独特的历史

命运”，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之脉；“独特的基

本国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之基[24]。习近平

文化思想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弘扬，是对中华文明

的创新创造，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趋于

成熟 [25]。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一系列标志性、原创

性和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饱含中华文明的智

慧，孕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特质[3]。习近平

文化思想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思想，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创新发展的文

化自觉[26]。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和

主要内容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

也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明体达用、体用贯

通”，明确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

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在 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概括的“九个坚持”的根本遵循①[27]，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概括的“十四个强调”②[28] 的

理论观点，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七个着力”③[9]

的工作部署，是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行

动指南。学界从主要观点、战略谋划、工作部署、

运行结构、要素内容等多维度，探讨了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科学体系。 

（ 一 ） 主要观点体系论

学界围绕“十四个强调”，从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政治保证、指导思想、新的文化使命、根本制

度和战略任务等主要观点，提炼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核心要义。曲青山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

系包含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协调发展、“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新的文

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11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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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9]。赵剑英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主要包含宣

传思想文化地位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根本制

度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第二个结

合”与新的文化使命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论、提升新闻舆论“四力”

论、网络安全和网络强国论、思政教育立德树人

论、加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文明交流互鉴论、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论、加强党对文化建

设的领导论 13个方面 [30]。商志晓在采访中提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含文化工作重要性

论、文化工作领导权论、新的文化使命论、文化工

作原则遵循论、科学理论武装论、思想政治教育

论、意识形态阵地论、核心价值工程论、哲学社会

科学论、新闻舆论主导论、文艺创作导向论、文化

遗产保护论、先进文化论、文化自信论、文化“两

创”论、“两个结合”论、中华文明论、文化主体性

论、文化交流互鉴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繁荣论、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论、人类共同价值倡

导与人类文明形态创建论 23个方面 [31]13-24。总体

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涵盖文化地位论、主体

论、系统论、原则论和使命论的逻辑整体[32]37-46。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所谓原

创性，主要指其核心观点、主要架构和思维方法是

独创的，同时包含对前人成果的批判和继承、丰富

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主要有对

战略地位的新概括、理论武装的新要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新提炼、文化自信的新论断、“思想

解放”的新篇章、文化建设的新使命、文化建设的

新原则、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方

向、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落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新举措、网络文化建设的新指南等 [33]。肖贵

清和贺政凯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包含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

文明的融通发展等[34]。

第二，文化强国战略的工作部署。学界通常认

为，“七个着力”构成文化强国战略的工作部署。

习近平文化思想涵盖理论武装、舆论宣传、思想道

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繁荣发展、网络建设

管理、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是内容丰富、内涵深

刻和内在统一的思想体系 [7]。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的“文化强国”战略部署，包含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七个着力”与这些方面的战略部署是一致的[35]。 

（ 二 ） 要素结构体系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主要由精神内核、载体形式和

传承方式构成。在文化核心维度，其包含国家意识

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立场、中华民族

意识、人类价值等内核；在文化载体维度，其包含

物质富足、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新闻媒体管理、文

化遗产保护、互联网治理等建设与管理；在文化传

承维度，其包含文化领导权、文化主体性、文化传

承的长久性广泛性等体制机制保障[36]。习近平文

化思想包含价值目标、立场原则、实践要求、世界

视野和科学方法五个维度。价值目标维度，是指建

设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立场原则维度，

是指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

践要求维度，是指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部署；世界视野维度，是指增

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科学方法维度，是指

坚持“两个结合”，坚持“融通”和“贯通” [37]1-10。

李捷认为，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两

个结合”是精髓，新的文化使命是总任务，文化自

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是基本原则，“七个着力”

是根本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

力是基本路径[38]12-21。 

（ 三 ） 运行结构体系论

学界也从运行主体、运行机理、运行动力、运

行程序等方面，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

系。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新的时代命

题、凝结新的思想精华、着眼新的使命任务，包含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时代环境、重要意

义、方向导向、目标任务、战略步骤、重要动力、实

践路径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系统全

面、内涵丰富、内在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5]53-58。

罗文东和李龙强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政治保

证、地位作用、文化使命、旗帜灵魂、重要任务、基

本原则、工作布局和根本目的等方面，构成了完整

系统的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体系[8]4-15。习近平文

化思想形成了“主体—任务—使命—方法—场域”

的内在理路，回答了新时代谁来领导和推动文化建

设、完成什么任务、秉持什么使命、如何践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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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文化建设关照场域等问题 [39]。习近平文化

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明定位、明立场、明领导权、明

使命、明方向、明规律，六者有机统一，解决“为何

要做”“谁来做”“怎么做”的问题[40]。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底蕴和

重大命题

学界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内涵，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在新时代文化

建设中的实践形态。“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等核心命题，是学界研究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 一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内涵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范畴体系。科学

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都有定义、判断和推理的

过程，都有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的丰富拓展和

系统集成的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文化自信、

文化软实力、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的主体性、“两个结合”等概念和范畴；涵盖文

艺、新闻舆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哲学社会科

学、思想政治、文化传承发展等领域，是继“五大思

想”之后的又一次丰富拓展、系统集成[41]。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概念范畴具有层次分明、紧密联结

的特征，其命题判断具有阐明本质、科学准确的

特征 ，其逻辑结构具有主线清晰、布局严整的

特征[42]27-30。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底蕴。臧峰宇运

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方法，从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层面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

想中体现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辩证统一的哲

学意蕴[43]。骞真认为，“魂脉”与“根脉”、“政党”

与“群众”、“民族”与“世界”、“明体”与“达用”

相互联结的辩证特征，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

学意蕴[44]。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原理，诠释文化与国家、民族兴衰的本质联系；

坚持社会发展观，阐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属性；立足人民史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历史发展观，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坚持实践观，注重认识和实践的有机统

一，构建起“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45]。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方法论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系。世界观

和方法论是科学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六个必

须坚持”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立场，坚持

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气质，坚持守正

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路径，坚持问题导向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原则，坚持系统观念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方法，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境界格局 [46]。冯颜利认为，坚持人民

至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文化思

想对“四个之问”的系统性策略，坚持胸怀天下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大同观与天下观[47]。辛向

阳和吕耀龙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人民性体

现出人民至上的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主体

性体现出自信自立的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

能动性体现出守正创新的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蕴

含的实践性体现出问题导向的要求，习近平文化思

想蕴含的系统性体现出系统观念的要求，习近平文

化思想蕴含的世界性体现出胸怀天下的要求 [48]。 

（ 二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命题

第一，“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

结合”从根本方向和根本方法上，解决了魂脉和根

脉融合创新的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

成的重要方法论基础，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

展到新阶段。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两个结

合”的创新理论和重要成果。“两个结合”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精髓[38]12-21。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文化

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集中体现和创新理论，深

化了党对创新理论和中华文明的规律性认识 [7]。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显著特征和鲜明

标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最新成

果，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37]1-10。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标志。

从实践逻辑来看，“两个结合”回答了文化建设中

的“四个之问”，概括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

容。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两个结合”新的内涵，

“两个结合”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开放发展。坚

持“两个结合”，是担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使

命的必然要求，是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

然要求。“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成熟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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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境

界[8]4-15。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

基础，从中国、世界、人民与时代的维度打开了文

化理论创新的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

理论[15]1-14。陈金龙和何希贤认为，“两个结合”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是开辟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方法 [49]。“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决定了文化的性质和前进方向；巩固中华文化主体

性，增强了文化的生命力；开拓文化创新空间，拓展

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提升文化自信，为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凝聚了磅礴力量 [50]。“第二个结

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

论断[51]。

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习近平文化思

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开启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的理论成果。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国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作出的重要指示，标志着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应运而生[38]12-21。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是在“两个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巩固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过程中生

成的[52]16-21。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基于新时代的任

务要求、“两个大局”的现实基础和中国式现代化

的丰富内涵而提出的，这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站在时代至高点[5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核心命题之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

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基调，这是由宣传

思想文化的性质地位以及新形势、新任务所决定

的[38]12-21。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理论主题，具有标志性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贯

穿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内容 [5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中华文

明的现代性转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文

明基础，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样态，为国家、

民族、政党形象建构提供文明支撑[52]16-21。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有其鲜明的理论特质。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本质规定，包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

主义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属性、人民主体地位[55]48-64。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文明，是协调

发展的文明，是创新发展的文明，是兼收并蓄的文

明，是和平发展的文明[52]16-21。

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径来看，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

循。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定文化自

信，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时代华章。从理论维度来说，要不断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历史维度来说，要

在历史与现实相生相成中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从实践维度来说，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从价值维度来说，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文化；从世界维度来说，要以开放包容的主

体姿态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37]1-10。陈金龙和蔡

馥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含坚持党的领

导、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发展民族化、传统文

化现代化、外来文化本土化等[56]。商志晓认为，要

依循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结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

设，联通中华民族历史文脉，拓展现代文明建设的

全球域[55]48-64。吴艳东和廖小丹认为，要在“古”与

“今”的文化传承、“中”与“西”的交锋交流、从

“大”向“强”的飞跃、从“文化”向“文明”的升华

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57]44-51。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和

主要特征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包含博大精深的思想观点、

事关全局的战略谋划、科学可行的工作部署，也包

含基本精神、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等内容，还蕴含

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不断递进的、开

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体现出丰富的理论

特质。 

（ 一 ） 理论品质特征论

“科学体系”是指具有科学性的某种知识体

系，理论特征是对科学体系的展开和表征。习近平

文化思想具有科学性、价值性、目标性和系统性，

构成其体系的各个要素相互联系、内在统一。习近平

文化思想具备整体性、层次性、稳定性、协同性和

开放性等特征 [32]37-46。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

质，表现为人民性、系统性、独创性、世界性的有机

统一，这四个方面同其价值论、系统论、发展论、文

明论联系在一起 [58]4-11。冯刚和王莹认为，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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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具有人民立场与政治底色、宏微结合与体

用贯通、民族特性与世界眼光等时代特质[59]101-111。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历史

自信与文化自信、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

等理论特质[60]。 

（ 二 ） 文化规律特征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成为科学体系，在于其

揭示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标志着党对文

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彰显出明理释义

的规律性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容具有

多重逻辑结构，体现了完整性与重点性相统一、继

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理念性与践行性相协调、

现实性与理想性相呼应、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促

进[31]13-24。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辩

证统一，坚持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的相互促进，坚

持文化多样与整合凝聚的有机统一，坚持以我为主

与文明交流互鉴的融合，实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

统一[51]。习近平文化思想呈现出人民至上和实践

指向、一元主导和多样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

进、民族立场和人类情怀、文化建构和文化批判、

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等方面的有机统一[61]。有研

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通达真理、逻辑严密

的科学性，服务人民、凝心铸魂的人民性，“明体达

用、体用贯通”的实践性，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开

放性[62]。 

（ 三 ） 体用贯通特征论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重要特征。“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特有范

畴，也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范畴之一。“明体达

用、体用贯通”反映的是“体”“用”的一致性、统

一性、贯通性。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

范畴的阐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体”指实体、主体等，“用”指作用、功

能等。张国祚认为，“体”指本体，“用”指功用，所

谓“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指宣传思想文化本身和

其功用相互贯通、相互统一，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

想中主体与客体、认识论与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的

辩证统一[3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就是马克

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文化

结构，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化的本体、本质、纲领

和原理。把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于指导新时代文化

建设、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

“用”的含义[63]。

第二，“体”指本质、本原等，“用”指现象、表

象等。唐爱军认为，“明体达用”是指习近平文化

思想既有宏观层面的规律性认识，也有具体层面的

实践路径，是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治

道”与“治事”的统一 [64]。周巍认为，“体”指本

体、根本规律，“用”指作用、表象，习近平文化思

想之“体”是对文化和文明的本质概括，深化对文

化建设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用”是新

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明确新时代文化建设的

路线图和任务书[65]。

第三，“体”指原则、目的等，“用”指方法、手

段等。辛鸣认为，“体”是思想文化的本质属性、核

心价值、基本制度，其依据是社会形态和社会运行

方式，突出表征是文化主体性；“用”是思想文化的

目标、价值、功能的展开与实践，“达用”是通过科

学的体制机制、方略方法、政策策略肩负起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66]。李庚香认为，“体”指理论层面，

“用”指实践层面；“两个结合”“五个突出特性”

“七个着力”“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构成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主体内容；“用”就是关于新时代文化

建设的实践路径[37]1-10。 

（ 四 ） 思维方式特征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对历史和现实、传统和

现代、理论和实践、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论。有学者

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轴线上把握历史、现

实与未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融民族性与

时代性于一体，融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于一体，在

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渐次升华 [4]。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纵向来看，实现了历史性与现

实性的统一；从生发来看，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

的性的统一；从内外因来看，实现了内在发展与外

在保障的统一；从研究视角来看，实现了文化本体

与文化形态的统一[59]101-111。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

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认识论

与方法论相统一等特点，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

性、实践性、开放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

指导性 [16]。樊锐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理论

层面的认识论，也有实践层面的方法论，既有宏观

的规律性认识，也有具体的实践路径，实现了体与

用、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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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和

世界意义

蔡奇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上强

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

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

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为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

了中国智慧。” [1] 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理论价值、实践指向和世界意义。 

（ 一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

践的经验总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文化篇，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中

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推进到新阶段，在马克思主义

文化思想发展史上、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史上和中华

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

文化思想揭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标注

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和新高度，具有开

创性、标志性的重大意义[7]。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

了“两个大局”联动背景下如何担当新的文化使命

的时代课题，明确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

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

飞跃[8]4-15。

第二，书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了新时代文

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

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在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宣

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历程和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5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线是围绕中

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在“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进文化

强国建设，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和如何

建设文化的重大问题[68]。

第三，是中华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标

志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党对中华文明

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中国道路、理

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让党的历史自信和

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69]。习近平

文化思想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

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在

中华文明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都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1]61-64。 

（ 二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概括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基本框架和整体布局，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

线图和任务书，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提供了全面指引，是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

命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文

化建设的总方针、总遵循、总要求，是担当新的文

化使命的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 [7]。习近平文化思

想开拓了“中国特色”文化思维的新高度，塑造了

“中国特色”文化命运的新把握，厘定了“中国特

色”文化权利的新尺度，明确了“中国特色”文化道

路的新使命，建构了“中国特色”文化格局的新图

景，历史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文化建构的新境

界，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了根本思想遵循[70]。习近平文化思想明

确了文化强国建设的领导力量、价值立场和方法要

求，规定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原则[71]。 

（ 三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植根中华文化沃土、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理论成果，也是行天下大道、为世界

谋大同的思想成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

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持久的文化力量。有学者认

为，全球文明倡议回答了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

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

律，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

程提供了思想指南[72]。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世界历

史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阐明了人类文明发

展的历史规律，体现了“三大规律”在文化层面上

的必然要求，使人类文明的“百花园”绚烂多彩[58]4-11。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世界文明共存提供了新的价值

理念，为世界文明相处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为世

界文明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方案，为推动世界文明

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1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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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存在的

不足与前瞻
 

（ 一 ） 存在问题

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在理论厚度、

历史深度、现实广度、发展进度、立体维度等多方

面都取得显著进展，同时，也存在概念错位、内涵

与外延不合、判断推理欠妥等问题。 

1.  相关概念的准确性问题

一是在表述主语时，把主语“中国共产党”切

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二是概念外延的准确界

定问题，例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要强调的是与

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思想，而不是指包括

“五个文明”在内的“大文明”概念 [73]；“文化”和

“文明”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学者在论述过程

中，误用“狭义的文明”代替“广义的文明”[55]48-64。 

2.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符合性问题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文明 ，是包含“五位一体”在内的整体性文

明。然而，有些论断缩小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

涵。有学者表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就是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55]48-64；也有学

者表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文化”[74]；亦有学者认为，“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新时代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57]46；还

有学者主张，“第二个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

体”，“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75]。根据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两个结

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文明的现代

形态”，或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反映现代中国

社会的进步程度。习近平强调，“第二个结合”而形

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76]8。

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

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思想观念上的反

映；从形式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3.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若干判断问题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破解了中华文明

现代转型的“古今中西之争”[42]27-30。实际上，中华

文明向何处去的“古今中西”问题，在中国革命胜

利后已经得出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吸收传统文化

和外国文化，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基本解决了

“古今中外”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

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文章，以及“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等方针，也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

题。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

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 [76]11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 

（ 二 ） 深化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其中蕴含深邃的理

论观点、长远的战略谋划和科学的工作部署，也蕴

含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

研究，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文献和个

案、整体和部分、中国和外国等多维度进行深化。 

1.  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宏观研究

从历史线索来说，要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

史研究。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

上指出：“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

的思想。”[77] 要深化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马克

思主义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义；

结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深刻认识习近平关于文

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从中国思想史角度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重大命题的历史逻辑。从

横向联系来说，要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党

的创新理论的研究，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及其与其

他“五大思想”的内在关系。从结构体系来说，要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体系的建构，从其运行结

构、组成结构、要素结构，探讨其科学性、实践性、

相对独立性，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道理、学理、

哲理和文理。 

2.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观研究

要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

的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锚定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拓展习近平文

化思想同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本质要求、阶

段目标等关系的研究，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同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健康中国、平安中国等关系的研究，探讨习近平文

化思想同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用中国式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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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辉光日新。 

3.  拓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要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新时代文化建设实

践的关系，探讨理论和政策、认识和实践、守正和

创新、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要探讨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的

定位功能及其内在联系。要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

与“两个结合”、文化强国战略、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等重大命题的研究，同时深化意识形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新闻舆论、网络强国、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等领域的

研究，从文化建设实践中总结党的文化理论，以新

的文化理论指导新的文化建设实践，从而推动新时

代新征程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和踵事

增华。

注释：
 

①   “九个坚持”，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

“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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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

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②    “十四个强调”，即：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

面领导，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

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坚持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

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

时代风采；强调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强调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出更多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好中华

文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能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强调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调过不了互

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把互联网这个变量变成

事业发展的增量，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

明；强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强调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

文明百花园。

③    “七个着力”，即：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

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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