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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1]我国国民所拥有的文化自信，来

源于悠久历史文化传承所表现的独特价值魅力，包含着

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信念信心，彰显着

我国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共同价值意蕴。中

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何以历经磨难却屹立不

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的优秀文化。中华人民骨子里流淌着炎黄血脉，具备一

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具有坚定不移的文化自信。

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1、是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众 所 周 知 ， 各 种 文 化 伴 随 着 其 自 身 的 核 心 价 值 体

系，承载着其对应的价值观引领，而文化自信的源泉就

在于其承载的价值观本身。作为核心价值观，其赋予的

思 想 文 化 意 蕴 是 最 重 要 、 最 独 特 的 精 神 柱 石 及 行 动 指

南，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具备其应有价值属性的重要标

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前中国人民践行的主流

价值标准，本身蕴含着我们国家、民族所寄托的共同的

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是文化自信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彰

显和具体体现。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

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2]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承载着我国民众共同的思想意志，凸显着当前我国

人民最本质的价值诉求，对于展现我国民族精神、时代

精神影响重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蕴含着其不同

层面的思想内涵，体现其发扬先进文化的时代特质，是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新时代增强文化自

信是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这是由文化自信本身的理论逻辑所决定的，文化自信是

当代中国人民共同价值理念的独特表达方式，是习近平

总书记表达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

2、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

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

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

的根基。[5]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是世界文明史

上唯一没有发生过文明断层的伟大文明，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重要载体，本身承载着华夏几

千年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始终以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致力于将优秀的价值理念传

承发展，为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创造必备条件，为其

绵延发展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就其现实性而言，这是

体现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也进一步凸显了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勇气与信心。

3、是增强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已步入新时代的发

展进程，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节点。

在国际上，各国间的文化竞争日益加剧，价值观输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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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文化在吸引力、感召力、阐释力等层面

存在的欠缺，是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

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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