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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路径研究
 周　萍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是不同时代的文明积淀而成。中华文明是提

升国际传播力的价值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证明，更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

化载体。未来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一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二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三是深化文

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由此说明，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仅要上升到文明高度，更要考虑国

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只有强化了文明这一高级的人类发

展形态，才能在国际上有更大的信服力，获得更多的价

值认同感。

中华文明的文化意蕴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是不同时代

的文明积淀而成。经过历史的沉淀，政治、经济以及各种

社会制度的完善，中华文化形成了更加固定的、成熟的、

高级的形态，可以反映当前社会状态，便是中华文明。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 华 文 明 内 涵 深 刻 ， 按 照 时 间 顺 序 ， 其 最 初 形 态

来自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其意蕴悠远，博大精深，是

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

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以礼

为代表的文化深刻烙印在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血脉

里。《周礼·春官·肆师》有言：“凡国之大事，治其

礼仪，以佐宗伯。”荀子曰：“礼者，人道之极也。”

礼文化传到日本，日本深得其精髓。在广袤的中国优秀

传 统 文 化 里 ， 除 广 为 人 知 的 礼 文 化 ， 还 有 诸 多 文 化 要

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描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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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智

信、孝悌忠信廉，在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

依然契合人们内心的价值认同、道德认同，最终形成人

们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了诸多重要论述，集中体现

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渊源、传统文

化的当代价值、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方面，从

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丰富

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化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革命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革命文化是战争时期特有的文

化底色，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

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鲜明的时代印记。文明的进步发展总

是离不开特定时期的文化记忆，而革命文化所携带的红

色基因无疑成为一个时期的灵魂。新时代新征程，弘扬

中国革命文化，有利于做到“三个务必”，有利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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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文化是战争时期特有的文化底色，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精神动力，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鲜明的时代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