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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同时，要处理好陕西经济发展与保持地区生态平衡

之间关系，加强民生保障，将陕西打造成内陆改革开放

高地，以实现陕西经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

终南文化有助于增强陕西文化自信

终 南 文 化 是 祖 先 留 给 中 华 民 族 的 一 份 宝 贵 文 化 遗

产。它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曾经创造出历史上的文化

盛世，增强了民族的自尊、自强、自豪。陕西是文化大

省，也正在向着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大步前进。因此，

必须大力弘扬和发挥终南文化的文化传统与优势，活化

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

西 周 初 年 周 公 以 人 为 本 制 礼 作 乐 ， 奠 定 了 中 国 传

统的伦理道德文化；周礼东传至鲁地，遂衍生出儒家文

化；老子探讨天地自然和人伦，研习道经和德经，开创

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道家文化；秦代商鞅变法，富

国 强 兵 ， 统 一 六 合 ， 推 行 法 治 文 化 ； 汉 代 既 “ 独 尊 儒

术”，又将“霸王道杂之”，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

识形态和治国理念。南北朝之后，在秦岭山下留存着楼

观台和重阳宫等道教胜迹，坐落着佛教的六大祖庭。唐

代所奉行的儒、释、道三教，儒家弘扬正气，教人拿得

起 ， 重 在 入 世 ； 佛 教 宣 扬 和 气 ， 教 人 放 得 下 ， 期 待 来

世；道教主导清气，教人想得开，超然出世，从而整合

塑造了中国人的整体文化人格。因此，在宋代以前陕西

文化就已经主导了中华文化的流向，奠定了中华文化的

正脉，占据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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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向善

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

要纽带。”[7]其中包含了文化应具备的五种特征，即培育

全民性质、蕴含精神价值、发挥引导作用、重视人格构

成、塑造集体意识。而正是终南山孕育出的中华民族以

“向上向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这五种文化特征

集于一身。

终 南 文 化 的 全 民 性 质 ， 体 现 在 家 国 同 构 的 思 想 统

一；精神价值体现在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引导作用体

现在中华儿女对民族精神的普遍认同；人格构成体现在崇

美涤丑的人生追求；集体意识体现在家国同构的凝聚力

量，这些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诞生于“祖脉”秦岭脚

下，鲜明地体现出陕西文化的优势。可以说陕西滋生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直接或间接孕育出中华民

族灵魂，其具体体现就是以人为本。在各个历史时期，中

华民族无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展现出的即是强烈的家

国意识；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风雨同舟，

和衷共济，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焕发出空前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这一切体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极

大地增强了我们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的决心。

实 践 证 明 ， 一 个 国 家 需 要 具 备 物 质 文 明 、 精 神 文

明，以及树立文化自信，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落

后 就 要 挨 打 ， 物 质 落 后 一 打 就 倒 ， 文 化 落 后 却 不 打 就

倒。中华民族要强起来，除了必须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外，还必须重树民族正气，再振华夏雄风。终南文化所

体现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

库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新时代新征程，生活在终南山脚

下的人民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 神 ， 保 护 好 秦 岭 “ 祖 脉 ” 的 生 态 平 衡 ， 讲 好 陕 西 故

事，增强陕西的文化自信，赓续和发扬陕西文化优势，

为推动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

地，推动生态质量持续好转，建设文化强省提供强有力

的精神支柱，作出三秦儿女的应有贡献，奏出陕西人民

的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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