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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文化自信最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熙国 
 

 

    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自信。但是，一谈文化自信，一些学者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理

应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但是，如果把文化自信仅仅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自信，那就相当

于只是和人家说“我祖上也曾阔过”，问题是“祖上阔”并不代表我们“自己阔”。关键是，生活

在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阔”？因此，我们讲文化自信，毫无疑问，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但最重要的内容还是中国当代文化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

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但遗憾的是，一些

人把总书记在这里讲的“中华文化”仅仅理解为传统文化，这就成问题了。这是因为，不同的时

代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着不同时代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中华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独

特精神标识。 

    我们知道，一切理论和认识都来自实践。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真正的创新的理论，就

在于它回答了时代的问题，完成了时代的任务。哲学和理论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否提供了解决

时代问题、完成时代任务的方案，在于它是否从事中见理，器中见道，从特殊中发现普遍，从个

别中提升出一般。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是否做到了“下学而上达”。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个

时代的文化归根到底是由这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的。每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状况不同，

面临的时代问题、时代任务和客观要求不同，对这些任务和问题的解决，对时代客观要求的回应，

对时代经济、政治的反映也就不同，因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今天，我们讲中华文化，既包括我们的先辈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生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

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还包括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5000多年文明发

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清清

楚楚地讲了三种文化，即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华文

化”狭隘地解读为中华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讲文化自信，不是对中华民族在某一阶段所创造的优秀文化的自信，而是对

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所有优秀文化的自信，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的自信，而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