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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 

 

在文化润疆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新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丽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润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维护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增

强各族人民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要求，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其基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

展文化润疆工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润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维护新疆意识形态

领域安全、增强各族人民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要求，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其

基本路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历史悠久而底蕴深厚，因兼收

并蓄而博大精深，因求同存异而源远流长，因推陈出新而独领风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民惟邦本”“修

齐治平”的思想观念等，中华优秀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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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和根基，是当代中国最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

等，为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精神文明建设等提

供了有益启迪。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

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5000多年中华民族

在漫长奋斗中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无比深厚的历史

底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

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中国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羹之美，

在于合异”“礼之用，和为贵”“睦邻友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为根基，提出各国人

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

界的思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使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的希

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的坚定姿态、坚实步伐；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为世界和平发展作

出贡献。 

    二、新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 

    提升新疆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2017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表明，深入阐发文化精髓、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等是实

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重点任务。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要有具体载体，比如，

深刻阐明我国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新

疆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努力保护新疆珍贵文物、古籍、

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发展对外文化交流，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新疆魅力、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等实践，将使我们不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文化科教中心建设，逐步提升新疆文化软实力。 



 

第 2页 共 2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多种文化包容互鉴、交融贯

通，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中华文化则始终是新

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深厚土壤，始终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始终滋养着各族人民的心灵世

界。开展文化润疆工程，特别是在对新疆文物持续加大研究、保护、修复力度中，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我国 56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

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

求，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文化基因、精神纽带和价值源泉。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思想，构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固基石，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疆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三、在文化润疆进程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遵循。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

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

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是把握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

今时代的关系，主要看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能不能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能不能转化

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正确把握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正确把握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

鉴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关系；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 

    着力拓展新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业化路径。近年来，在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实

践中，我区各级政府、文化企业不断探索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业化路径。就整体而言，

由于缺乏品牌培育，新疆文物和非遗文创产品品质优良，而影响力较弱。由此，建议由自治区支

持、招标龙头文化企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统一品牌，通过高水准品牌营销，吸引疆内外文

化企业加入，建立新疆文物和非遗文创产品产业联盟，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为新疆文物和非遗

文创产品创造日益丰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坚持通俗化、大众化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俗化、大众化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体现，是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

践。立足大众化、时代化，面向全疆设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专项基金，重点开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数字化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

系列读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重大理论研究”等项目征集，努力在研究阐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上加大力度，在推广普及上深化拓展，在传播交流上扩大影响。 

    在全媒体通俗化大众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应大力支持自治区主流媒体与有关研究

机构、文化学者等合作，首先在内容层面进行文化创意，实现通俗化大众化阐释、精细化生产。

进而在形式表达层面实现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为受众带来全新的全媒体体验，在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上不断突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点一滴，浸润各族人民的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