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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动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主观链接各民族情感

的关键作用，激起人民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文化发展

的过程也是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

人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需求主体。乡村文

化振兴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实现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满足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发

展的精神需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符合人民主体性地位，乡村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主体一致性也为实现推动文化融合保留了一致底色。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乡村文化振兴时代性

导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时代的探索下

转化为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应乡村现

代化进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

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

途径，旨在为广大农民建设物质与精神的幸福家园，自

然包括对传统优秀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乡村

振兴战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乡村

文化振兴战略也产生于现代化新文明的探索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双创中。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3]这一重大命题，我国的现代化

是一条需要平衡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不断继

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只有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4]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双创”时代性地提供

了新时代发展格局下，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对

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有明确的时

代导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基本维度

（一）从思想维度理解乡村文化工作动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突出的文化特质，担负起新的文

化 使 命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座 谈 会 上 指 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五个突出属性”，[5]即突出的连

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以

及突出的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解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五个突出属性，从思想层面上阐明了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助推文化振兴的理论逻辑。

第一，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要遵循中华历史以及中华文

化一脉相承的基本特征，要走属于民族自己的道路。

第二，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守正

不守旧的精神特征，乡村文化振兴不是一成不变的，需

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创新乡村振兴

发展道路。

第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文

化融为一体，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乡村文化，

都以中华文明作为共性，从基础上回答了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能。

第四，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开放

包容，交融互鉴的文化品质。

第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始

终是和平的建设者与守护者，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为

世界提供了乡村振兴新思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个突出属性集中展示了中华民

族优秀的精神品质，为乡村文化振兴做出了顶层设计。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

质力量。”[6]充分肯定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

文化观在新时代下的继承与发展，兼具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民族特征。

（二）从时间维度把握乡村文化工作思路

首先，回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有助于巩

固乡村人民的文化自信。数十年的社会发展拉大了城乡

的经济差距，也使得很多人固化城乡文化定位，是城镇

化发展下的集体记忆褪色。因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是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文化自信

自强的重要窗口。

其次，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助于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不是强行区分城镇文化

与乡村文化，而是从中明确城镇文化与乡村文化并无优

劣之分。回归各自定位，良好的文化环境可以潜移默化

改变人们的思想活动，健全的文化产业对于经济社会发

展可以带来附加价值，乡村文化振兴的机遇产生于乡村

振兴战略的探索中。

最后，展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有助于推

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以来，文化软实力成为国

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提升文化软实力要立足本土文化，

平 衡 好 乡 村 文 化 与 城 市 文 化 的 发 展 难 题 ， 从 中 汲 取 营

养，赋予时代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振兴丨The  Vitalization  of   Culture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