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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以深厚底蕴。因此，“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

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

制度创新。

奋 楫 扬 帆 新 征 程 ， 击 鼓 催 征 又 出 发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

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

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

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

契合性。”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挖掘、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和独特优势，更好地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括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都

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廉洁智慧，必须守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定不移把文化自

信的理念“立起来”，善于运用历史智慧推进新

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民族文化就是本民族

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道德经》云：“夫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西汉刘向《说苑》曰：“万物得其本者

生，百事得其道者成。”西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

更是直言：“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这些都是

在讲，万物纷杂繁多，无论其如何变化，都要返归其根

源、依照其根本、守住其根基。欲铲其苗，先刨其根；

欲灭其国，先灭其文化。守住了文化根脉，就守住了文

化自信的沃土。否则，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

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坚定文化自信，守住文化根脉，是事关国运兴衰、

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运

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

沉、最持久的力量。”这“三最”之中，“最基本”体

现了无比独特的精神标识，“最深沉”体现了无比深厚

的历史底蕴，“最持久”体现了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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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文 化 既

是沧桑的历史，也是繁荣的现在，更是璀璨的未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基因、最坚实

的精神根基，是我们的“豪气”“志气”“底气”“骨

气”之所在，更是我们继往开来的基石。正如马克思所

指 出 的 ： “ 人 们 自 己 创 造 自 己 的 历 史 ， 但 是 他 们 并 不

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

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

件下创造。”我国古代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也讲

得很是明白：“凡今人之利用，皆古圣之前民。”历史

不容忘怀，文化成就未来。对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长

怀敬仰之情、长怀敬畏之心、长兴承继之举。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只有立足传统之根，

汲取文化精髓，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才能行稳致远、开

辟未来。

文 化 就 是 灵 魂 ， 文 化 就 是 脊 梁 ， 文 化 就 是 力 量 。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 “ 只 有 立 足 波 澜 壮 阔 的 中 华 五 千 多 年 文 明 史 ， 才

能 真 正 理 解 中 国 道 路 的 历 史 必 然 、 文 化 内 涵 与 独 特 优

势。”“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

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

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

个 魂 脉 ， 决 不 能 抛 弃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这 个 根 脉 ” ，

“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

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风云际会，勇

担使命。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展开，各种思潮互相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

各种观念相互碰撞。我们必须保持“任尔东西南北风”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保持“不管风吹浪打，胜

似闲庭信步”的从容，保持“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

击 三 千 里 ” 的 斗 志 ， 点 亮 中 华 民 族 自 信 之 灯 ， 继 往 开

来、融通古今，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坚定

不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仰者、践行者、传播者和

创造者，丰盈精神家园，构筑起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高地”。

增强廉洁文化自信，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同样必须以“振叶以寻根，

观澜而索源”的方法，追寻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增强廉

洁自信、廉洁定力。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围绕“何

谓廉”“何以要廉”“何以能廉”等问题，廉论、廉说

汗 牛 充 栋 ， 廉 治 、 廉 规 不 断 丰 富 ， 廉 吏 、 廉 事 大 量 涌

现 ， 廉 诗 、 廉 文 、 廉 谚 、 廉 政 格 言 警 句 等 更 是 举 不 胜

举。从历代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中，从代代传颂的古圣

先贤事迹中，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经典诗文里，从先

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

明清实学的思想长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刚强坚毅

的民族精神、精忠报国的热血赤诚、心系苍生的大爱情

怀、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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