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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的革命版本及时发掘整理收藏，早日与观众见面，对于

填补革命文化领域的空白，完善革命文化门类，扩大革命

文化影响力作用不容低估。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要以版本为平台，将西
安国家版本馆建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

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

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建设国家版本馆、开展中华

版本传世工程的主旨，是为了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版本这种形式，集中展示陕西省内的

史前文化遗址如蓝田猿人、半坡遗址、石峁遗址、中华人文

始祖祭祀等有关文献、汉代丝绸之路考古文献，以一种全新

视角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久保藏和展示具有中华

民族精神命脉的各类版本资源，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促进年轻一代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版本馆是保管中华文明“金种子”的库房。西安国家

版本馆结合陕西文化特色，着力打造陕西靓丽的文化新名

片。中华文化经典版本展（西部篇）集中收藏了10多万册

珍贵古籍，今后还会继续增加。比如丝绸之路版本展旨在

展示丝路文明；中华古籍版本集中展示永乐大典、四库全

书，将大量的古籍版本通过图文展板、照片资料、碑刻拓

帖、珍贵古籍展示出来，各种类型的版本相结合，辅之以

多处的艺术场景，多媒体雕塑等多种展示手段，使观众更

直观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按照职能定位，西安国家版本馆将带有中华文明印

记的各类版本按载体分为十个类别：具有历史文化传承价

值的中华古籍、宗教文献、雕版拓片、碑帖家谱、钱币邮

票、设计图稿、音乐曲谱、经典影视剧数字版、外国精品

版本等。通过展示收藏这十大类别版本，着力打造独具特

色的中华版本资源集聚中心、西部版本区域中心和地方特

色版本中心，主要承担中华文化版本典藏、展示、研究与

交流的功能。这对于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民

族精神命脉，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作为新时代中

国的文化标识，陕西的文化地标，西安国家版本馆将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资源、革命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汇聚到一起，形成传播“三个文化”的主阵地，将为更

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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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文化自信　助力陕西文化强省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

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根植于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结合陕西历史文化元素，应切实关注百姓

需求，紧跟时代发展脚步，勇于探索，不断推陈出新、守

正创新，让文化自信自强融入百姓心中。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筑牢文化自信自强基石

陕西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丰厚的大省，是中国天然

历史博物馆，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历史古迹呈现密度大、

数量多、等级高的特点，拥有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

表性的文物古迹，黄帝陵、秦始皇陵、乾陵、碑刻、西周

青铜器等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都蕴含着陕西历史文

化发展的清晰脉络，也彰显着陕西这座历史文化大省的优

势。陕西几千年的文化史和文明史，共同构筑了陕西历史

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石，共同厚植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因此，需要加

大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加强陕西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聚焦人民时代需要，做好文化自信自强宣传

近年来，随着旅游开发步伐加快，陕西历史文化遗

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绽放异彩。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应

当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更好地提炼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并将其融入到陕西历史文化

与红色文化交相辉映的人民群众的时代生活中，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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