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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文化思想是在坚持继承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坚持人民性与“中国梦”人本立场统

一中形成新文化价值取向，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创新统一中形成新文化理念，与世界文化交流与增

进共识中形成新文化思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提高中华民族文明素质统一中形成新文化实践

观，表现出其文化思想形成的价值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和实践维度的高度统一，从而形成了坚持和发

展、继承和创新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理论丰富性和独特创建性贡献。

一、人本价值维度：坚持人民性与“中国梦”人本立场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价值维度，“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①，集中体现了鲜明的人本立场和价值态度，表现出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人

本立场的同源性和内在一致性，二者之间形成了人本立场同一性的价值维度。

（一）促进人的素质提高的价值选择与“中国梦”促进每个人全面发展的人本价值选择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价值选择，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促进每个人全面发展与素质提高为

价值标准和目标，“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结合起来”②，旨在促进每

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素质提高。

就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价值选择与实现中国梦人本的价值选择统一性意义上说，都凸显了把人民当主

体，把人民当目的的人本价值本质。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要坚持人

民性，以民为根本、以人为根本，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而中国梦的人本价值选择，是价值主体享有

成果与奋斗的统一。一方面，每个人是中国梦成果的享有主体，更加尊重每个人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更多赋

予人人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实现主体，通过实现中国梦为人民造福，“中国

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③“两个必须”的人本价值，集中

体现了中国梦通过人民来实现，更加坚持依靠人民，在实现中为人民谋幸福，更多给予人民享有发展成果。由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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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价值选择与中国梦的价值选择，统一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素质提高。

（二）国家精神追求与“中国梦”价值追求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精神追求，集中体现在全社会共同认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追求，也是国家精神的追求。

从国家精神与政治内在关系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在于具有领先世界经济、科技水

平的优势，更在于国民价值观具有领先世界的优势，这就具有了国家精神追求与实现中国梦二者之间相统一

的意义和目的。这是因为，国家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中国文化先进方向。而“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④。由此可见，中国梦意味着国家精神追求的价值表达，国家精神追求是中国梦价

值追求的凝结和提升，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国家精神追求与中国梦价值追求的统一。

（三）主体文明价值目标与“中国梦”文明复兴目标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主体文明价值目标，把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升华至更高境界，使每个中华民族成员

成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主体。在实现中国梦文明复兴目标中，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价值的魅力。

从主体文明价值目标与中国梦文明复兴目标的统一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经济、政

治、军事、外交的复兴梦，更是文化文明的复兴梦，也就是以新的文明理念推动中华文明新转化，以新的文明

方式推动中华文明新发展，以新的文明形象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明兴

盛与复兴梦的实现，从根本上是文化的兴盛，“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

梦的实现。”⑤另一方面，在实现中国梦新的进程中，需要按照时代新发展的需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⑥，扩展

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新的内涵，促进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所以，实现中国梦的新进程，既是中华民族复

兴主体对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的进程，又是中华民族复兴主体的文明价值实现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

中华民族文明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审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为实现中国梦不断提供主体保证，集中体现了习近

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主体文明价值目标与中国梦文明复兴目标的统一。

由上而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人本价值维度，即与“中国梦”人本立场相统一，持有鲜明的人本价值

立场和价值态度，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高为价值旨归。

二、历史维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创新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维度，源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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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⑦由此形成了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发展创新的统一。

（一）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纵深感与现实迫切感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动中国社

会进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化作为历史凝结而成的人的生存方式，完全超越了时空限制，就其本质上

讲，是一种精神的永存，是社会发展的持续价值力。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

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⑧。不断促进着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纵深感和现实迫切感的统一意义上说，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历史纵深感，主要表现在：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因到了近代，由于洋务运动的

失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列强割地索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的同时，彻底改变了

国民对中华文化的心态，影响着国民价值取向的确立及其发展。由此，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具有

了现实的迫切感，随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崛起，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特色，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实现中

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力量，捍卫自己的文化价值，就成为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面

临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一方面以强烈的历史纵深感，“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

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⑨另一方面，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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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迫切感，“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⑩。由此可见，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形成，就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集中体现了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历史纵深感与现实迫切感的统一。

（二）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文化主体与推动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目标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主体指向，是“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1的同时，“用中华民族创造

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12，推动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因此，中华民族主体在不断创造文

化的同时，又不断被文化所塑造，二者之间就具有了“创造”与“塑造”相统一的意义。

从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意义上来说，对其所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阐发和升华，使

文化成果人人共享，推动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就具有了目标性。一方面文化创造主体，所创造的优秀传统

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华民族成员的内心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华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对于推动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文

化共享主体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弱化，表现在人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生活世界，但一些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自身

的理解上却形成了不同的或对立的价值标准，“以耻为荣”、“是非颠倒”，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处在严

重的分离状态，消极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明素质的发展。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其主体原因，是一些人对优秀

传统文化观念弱化或分离所造成的。从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内涵属性来说，中华民族文明素质不是“悬空性”发

展的，它必然携带着历史文化的基因，深受历史文化价值的作用与影响。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尽管与当

下社会情境和生活境遇有诸多不同，但这些不同之处都是通过时空差异显现出来的，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及传

承下来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文明素质仍有着滋养功效。正因为如此，通过

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匡正一些中华民族成员的价值取向维度，培育知荣辱、讲正气的良好风尚，以推

动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就具有了内在统一性。

（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立场与发展创新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立场，集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

者” 13 的同时，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4 二者之间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形成了相统一的关系。

从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坚定立场到“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的逻辑演进来看，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坚定立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思想内涵，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观念

和道德精髓，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促使他更加坚定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

与信心。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最原生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多次磨难，造成传承的断层或弱化，使中

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处在优秀传统文化缺失的状态。对此，他进一步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15 历史发展也进一步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我们民族生存的“根”和发展的“魂”，一个时期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大力弘扬，文化就发展和创新，人的素

质就能得到相应提高，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弱化，人的素质就失衡发展，影响社会文明

程度的提高和经济发展，这是实践所反复证明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用“启迪”、“启示”、“启发”阐述优秀

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

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16 同时，

他又提出对中华传统文化既要“创造性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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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又要“创新性发展”，努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18 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中华民族文明素

质提高。

如上所述，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维度，在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基础上，以更强烈的历史纵深

感和现实的迫切感，在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实现对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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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放维度：取长补短与寻求智慧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开放维度，是以世界的思维、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与各国、各民族开展文化

交流，“通过文化交流，沟通心灵，开阔眼界，增进共识，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

进步助力。” 19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增进共识中发展本国本民族文化。	

（一）文化交流中寻求智慧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突出难题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世界视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

藉” 20，以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社会诚信不断下降，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紧

张等突出难题，集中体现了他以更宽阔的胸怀，从不同的文明中寻求智慧，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突出难题的文化

交流观。

从文化交流中寻求智慧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突出难题的内在统一性来看，寻求智慧是动机，是文化交流

的特性界定；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突出难题是目的，是文化交流的价值界定，二者统一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

的世界视野指向之中。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创新，需要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就必须与世界各国

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在文化交流中拓宽新的视野，丰富新的内涵，汲取新的营养，以利于解决一些领域道德

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价值扭曲、心理失衡等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

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21 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明素质新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当代人类社会物质、精神

领域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科技水平空前未有，但精神价值的生产与践行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物欲化

倾向，社会诚信、伦理道德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世界性问题十分严重。对此，习近平认为，对精神文明价值

真正意义上的认定，提高解决世界性难题的能力，“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

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22，才能实现文化交流中寻求智慧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突出难

题的统一。

（二）文化交流中互学与互鉴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开放交流理念，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础上，实现文化交流中互学与互鉴的统一，以提高文化软实力。正如他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30周年之际

作出的重要批示中所强调，“在推进人类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23，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系统，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因此，应坚持“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

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 24这一基本交流立场。从珍惜和维护本国思想文化

共性意义上说，在做好“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把一个文明进步、开放包容、繁荣发展的中国展现在

世界人民面前” 25的同时，更要以开放的心态，“永远做学习大国的姿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博

采众长、为我所用，促进当代中国文化实现更大繁荣发展” 26。从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特殊性

意义上讲，在科学认识“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 27的

基础上，进行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的相互学习借鉴是至关重要的，“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

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 28，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互学而发展、因互鉴而丰富的内在

要求，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水平。

（三）文化交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与美美与共”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开放交流人文价值，正如他所认为，在人文上，“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不仅

‘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29。人文也就是人的文化，其核心是先进的价值观念。由此而言，

人文就集中体现在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丰富多彩的人类人文思想都有着

自己的存在价值，对中华民族成员的发展有着借鉴或启发意义。因而文化交流就具有了“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与美美与共”的人文价值，三者之间体现出了内在统一性。

“各美其美”，就是在守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自己本土文化的同时，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

有独到之处，不搞文化侵略，不贬损其他文明，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美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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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理念，理性处理好本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差异，和而不同，成人之美，这是世界文

化发展平等原则的内在要求；“美美与共”，就是尊重世界文化多元化，而非一种价值标准或一家独言，“一花

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是实现全人类文化繁荣的内在要求。

由上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开放维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与美美与共”，建设中国本土文化，

使中国优秀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也让世界各国优秀文化进一步走进中国，积极汲收外来先进文明成果，使

中国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因交融而多彩，从而长盛不衰，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供精神动力。

四、实践维度：“倡导”、“培育和践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提高中华民族文明素质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实践维度，是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国民培育和践行新型价值观的

迫切需求，依据人的素质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展开的。他明确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

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30既内在地包含着人们所获得的素质知识、观念经过内化所形成的价值认知确

认，又内在地包含着人对素质知识、观念外化的实践要求确认，形成了人们素质发展的内化价值认知确认与外

化实践要求确认的内在统一。	

( 一 )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时代价值、继承近代中华民族先进价值观的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近代先进价值观，三者既有根源性、发展性与创新性特

征，又有鲜明的时代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近代先进价值观是建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因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31 ，又要继承近代中华民族追求的“爱国、进

步、民主、科学”的先进价值观。

从人的素质发展实践品格意义上讲，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和近代

先进价值观的立场，又内在地包含着当代人作为主体的自我素质发展需要的新型价值观创造，才具有了中华

优秀传统价值观、近代先进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的逻辑性，人自身素质发展新需要与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因此，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具有了“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 32

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实践特征，表现出很强的实践品格和功能。

( 二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社会、公民发展的统一

习近平明确提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 33他的这一精辟论断，从历

史发展实践的验证意义上，强调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位公民发展中具有根本性作用，深刻

阐述了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民族、每位公民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

他从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确立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坐标和共同追求，上升到建

设国家、社会与培育公民文明素质空前未有的高度。分别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目标与中国梦实现目标的统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目标与培育文明风

尚目标的统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观与提高文明素质的统一，集中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

发展目标与价值目标的有机统一，以形成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每个人全面发展互动共进的新态势。

 ( 三 ) 全民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与外化的统一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问题，是人们的实践自觉问题，也是人的素质提高的内在要求问

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34来定位，

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人们的精神追求与外化实践为根本目的，以促进中华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

人的素质具有内化与外化双向互动实现的属性，这就需要主体对获得的素质文化知识、观念进行理解和

掌握，才能形成对素质文化知识、观念内化与实践外化后的稳定特质，因而，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35另一方面，国民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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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复外化后，才能形成其素质结构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

绝非是短期行为，必须长期坚持，才能“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

理念。” 36对此，习近平就如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具体要求：（1）在社会生活方面，要从

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下功夫。（2）在日常生活方面，要从细、从小、从实上下功

夫。（3）在行为准则方面，要从进一步完善和践行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方面下功夫。（4）在社会

氛围方面，“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

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37体现出很强的实践品格和功能，将积极影响着中华民

族文明素质发展水平的提升。

概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实践维度，分别强调“倡导”、“培育和践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从其实践目的内涵价值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包含着人对自身素质外化实践的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是改造主体、有目的的精神活动；于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对人自

身、主要是观念世界的改造，生成主体的文明素质成果，促进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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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ur Dimensions in the Format ion of X 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s

Shan Peiyong

Abst rac t:  T here  a re  fou r  demensions  du r i ng t he  for mat ions  of  X i n J i npi ng 's  cu l t u ra l  t houg ht s ,  t hey a re 
respect ively va lue d imension wh ich ad her ing to the u n it y of  t he people and the hu man- cente red posit ion 
of  "Ch i nese  D rea m",  h i s tor ica l  d i mension wh ich  pe r s i s t i ng  i n  t he  u n i t y  of  i n he r i t i ng  Ch i nese  excel lent 
t r ad i t iona l  cu l t u re  a nd development  i n novat ion ,  open-m i nded ness  d i mension wh ich de r ive  f rom t he  new 
cult u re in the world cu lt u ral  exchanges and mut ual underst anding, pract ical  d imension which rooted in the 
un it y of foster ing and pract ising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 ism and improving the civ i l i zed qual it y 
of the Chinese nat ion. The fou r d imensions had a clea r log ical sequence ,  an organ ic combinat ion , and were 
integ rated.  They f u l ly ref lected the log ical it y and scient i f icit y of the for mat ion of Xi Jinping's new cult u ral  
thought and g reat ly en r iched the social is t  cu lt u ral  and theoret 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 t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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