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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统一的创新实践中形成的。其在内涵上系统地回
答了“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为什么要坚定文化自信、如何坚定文化
自信”等问题，并在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不断显示出其独特的实践价
值，即为中国自信提供文化坐标、为文化强国提供行动路线、为文化发展提供质量标
准、为文化育人提供精神激励、为文化交流提供价值遵循、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提供文化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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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一重大问题所作出的重大判断及其基本观
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特征的
科学揭示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内在规定。党的十九大将坚定文化自信明
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明确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正确分
析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科学内涵及
实践价值，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一新时代重大战略任
务的完成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重大

意义在于揭示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不适合中
国，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这种特色模
式的核心在于如何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统一。虽然
“三个自信”思想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但这
种继承和创新明显存在不足，这是因为一方
面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我
国人民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另一方
面我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
自身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利用相对不足。“三
个自信”思想要在全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并形
成全民族的思想共识，必须重视对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２０１４年２
月２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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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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
是“文化自信”的首次提出。在此后的系列
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继续对“文
化自信”进行强调，如２０１４年３月参加全国
人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我们要坚持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
有一个文化自信”②等。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８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
体学习中提出“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至此“四个自信”成为一个整体。

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对文化自信
认识不断丰富的过程。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提到“中国有坚定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
建立在５０００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
信”③。这就指出文化自信是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继承为基础的自信。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
大会的讲话中，首次对文化自信的基本内容
进行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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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这就明确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内涵上包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自信。同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表述为中国先进文
化、中华文化，因而文化自信也可理解为中
国先进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思想的最终形成，取决于文化
自信以其独特的作用对“四个自信”思想进
行逻辑结构的完善与自身理论的升华。在
“文化自信”提出之初，主要强调其是“三个

自信”的基础和应有之义。如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⑤等。随着认识的不
断加深，“文化自信”作为对“四个自信”思
想逻辑结构的完善，其独特性作用得到重视。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⑥。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⑦，而这也可视作习近平文化自信思
想的最终形成。此后，文化自信既以“四个
自信”思想整体上得以强调，也以独特作用
得以自身的理论升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
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
立性的大问题”⑧；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⑨。

二、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科学内涵
文化自信是对“三个自信”的继承和创

新，其与“三个自信”相并列共同形成“四
个自信”思想体系，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度、文化之间整体性的科学把握。
同时，文化自信作为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说
源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及其对社会整体发展的
内在价值的深刻思考，系统地回答了以下四
个层面的问题：
１、什么是文化自信？基于对文化在国

家、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源于对文化的作用及
其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信心与信任。
更基本，体现在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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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范围上更具广度，既渗透在经济、政治
等基础之中，也有着独自的特殊形态；更深
沉，体现在文化对人的影响更具思想深度，
不仅影响着人的现实的思想行为，而且影响
着人的潜在的思想行为；更持久，体现在文
化对人的影响更具时间长度，不仅影响着人
的当前思想和当前人的思想，而且影响着人
的未来思想和未来人的思想。同时，基于对
文化自信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文化自信的本质特征是在“三个自
信”思想基础上创新性提出文化自信思想的
理论依据。更基础，体现在文化自信是“三
个自信”的基础，是基础的基础，即其为道
路自信提供精神支撑、为理论自信提供文化
根基、为制度自信提供价值遵循；更广泛，
体现在文化自信相比“三个自信”在作用方
式上更具广泛性，既渗透在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之中，又以自身独特的形式
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更深厚，体现在
文化自信相比“三个自信”在影响程度上更
具深刻性，既具有现实理论指导的深度，又
具有历史文化影响的厚度。
２、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文化自信不是凭

空臆造，而是源于对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发
展历史的正确认知、对当前发展的准确把握、
对未来发展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自信来自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
认同与创新发展、对革命文化的积极肯定和
继续发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充分信任
和持续推进。面向历史，中华民族在５０００多
年的发展延续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仅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
华，而且赋予它们新的时代活力；面向当代，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无比的先进性，不仅创造了更为灿烂
的民族文化，而且使之在与不同国家的文化
比较、互鉴乃至冲突中，始终显现出勃勃生

机；面向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
征程的开启和目标的即将实现，不仅将使中
华文化的发展更加充分，而且将对人类社会
文化的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３、为何坚定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

家、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⑩。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实
现文化强国，“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瑏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方面承载着掌握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重任。“意识形
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瑏瑢，“决定
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瑏瑣。只有坚定文化
自信，才能在意识形态上坚定马克思主义自
信，既用先进理论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又用
先进文化建设传播先进理论，从而不断地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意识形态进入到中华
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稳
定的价值基础和精神纽带”瑏瑤，使人们能够旗
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
另一方面承载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
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
价值追求”瑏瑥，“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
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瑏瑦。只有坚定文
化自信，才能在文化建设中坚定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自信，既坚持文化的吸引性，又坚
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性，从而使人
们不断地提高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准、不断增
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
斗的决心和信心，并以坚定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来维护主流文化、批判异质文化、整
合多元文化、创造先进文化等。
４、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既是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就的充分肯定，
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使命
的内在规定。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不断地弘扬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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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理论、不断地激励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崇
高精神追求、不断地提升人民的文化生活质
量、不断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必须始终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当代价值、充分激活革命文化的时代
活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引
领等，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和
形式；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激发人民建设先进文化的积极性、主体
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文化理念更加地深
入人心、社会主义文化成果更多地普及人民；
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以社会效
益为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
制机制，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
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始终坚持扩
大对外文化交流，既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
的有益成果，使中华文化更具先进性和创造
力；又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中华
文化更具世界性和影响力等。

围绕上述问题的回答就形成了习近平文
化自信思想的科学内涵，即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并对其
发展持有坚定的信心与信念，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文化自
信、文化建设及其相互关系等的系统性理论
认知和基本观点，是对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具体理论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兴盛”的战略任务，要求牢牢把握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发展等。这既是对以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为
指导，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具体目标和任务的规定，也是对习近平
文化自信思想科学内涵的具体化。

三、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实践价值
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既赋予文化的先进

性、导向性、激励性，又促进“四个自信”
更加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贴近生活，从而
使“四个自信”更有底气、更接地气。用习
近平文化自信思想具体地指导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实践，必将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
标实现的过程中，不断地凸显其自身的实践
价值。
１、为中国自信提供文化坐标。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
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
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
自信的”瑏瑧。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的自信、
中国的自信、中华民族的自信源于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不仅成为中国自信的重要内容，而
且为中国自信的展示提供了文化坐标。一是
宣扬着中华民族崇高的价值追求。“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
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瑏瑨。文化自
信是对这种崇高价值追求的宣扬，即中华民
族不仅致力于本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致力
于全人类的和平与解放，始终将中国梦与世
界各国人民的梦息息相通，“世界好，中国才
会好”瑏瑩。二是彰显着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共同的梦，实
现这个伟大梦想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国先进
文化自信、中华文化自信，不仅在内涵上都
体现着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本质，而且在外
延上涵盖了大陆、港澳台和所有海外中华儿
女的精神力量。三是展现着中国人民伟大的
创造力。立足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不
断地推动文化的繁荣兴盛，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放眼世界，中国将不
断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扩大文化的国际传播，
更加广泛地向全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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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中国，使中华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
力和引导力不断增强。
２、为文化强国提供行动路线。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文化繁荣，“实现我们的
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
精神上强大起来”瑐瑠。文化自信既规定着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目标和要求，也
规定着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必须坚持的行动路
线。一是文化强国必须坚持“四个自信”的
整体性。从根本上说，坚定文化自信，就意
味着坚定“四个自信”。二是文化强国必须坚
持文化自信在“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中的渗
透性。文化自信必须渗透到“五位一体”协
调发展的全过程，并引领“五位一体”的协
调发展。三是文化强国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在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主导性。建设文化
强国，既要以文化的繁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以文化的精神力量激
励全体人民更加地戮力同心、更加地艰苦
奋斗。
３、为文化发展提供质量标准。坚定文化

自信，就是坚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自信，这
就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质量上的判断标准。首
先，文化发展必须坚持先进性标准。文化发
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为指导，以建设具有先进性的中华文化为目
标，最大限度凝聚社会思想共识、形成社会
的共同理想，从而使先进文化与先进思想不
断地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其次，文化发展
必须坚持价值性标准。坚定文化自信，必须
充分尊重和珍惜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的优秀传
统文化、党带领人民９０多年创建的革命文化，
并将二者与正在不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相结合，从而以更大的广度、更高的层次
凝聚全民族的向心力和战斗力，使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价值归依和文化依托。
第三，文化发展必须坚持丰富性标准。只有

实现文化更加充分地发展，才能在内容和形
式上满足人们多样性、层次性和复杂性的文
化生活需要。
４、为文化育人提供精神激励。文化育人

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并以文化自信为精神激
励。一是以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为思想基础。
坚定文化自信，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中华文
化的发展方位、发展目标、发展趋势等以及
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自觉地、理性地克服
文化自卑、文化自负等错误倾向。二是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精神凝聚。中国
梦的实现，需要凝聚每一个人的共同意志，
并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去克服各种困难、
抵御重大风险，最终实现目标。而这无疑需
要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撑。三是以思想道德建
设为思想保障。一方面，通过先进文化的传
播，可以使人们在文化的熏陶中，学习和接
受其所蕴含的优秀思想道德观念，从而不断
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另一方面，通过
思想道德建设，可以在全社会倡导讲品位、
讲格调、讲责任，使人们自觉抵制低俗、庸
俗、媚俗等。四是以培养时代新人为目标激
励。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培养时代新人，
就是培养对中华文化高度自信的时代新人，
或者说是培养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
愿意和能够以中华文化的继承、创造与创新
为自身使命的时代新人。
５、为文化交流提供价值遵循。在扩大文

化对外交流中做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
鉴、共存，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
所提供的价值为遵循。一是坚持中国情怀。
即在对外交流中坚持以我为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同样开辟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
新模式，并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对
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和足够的政治定力。
二是坚持世界眼光。即在对外交流中坚持兼
收并蓄。一方面通过吸收和借鉴人类文化中
有益成分来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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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和接受中华文
化，使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不断扩大。三是坚
持时代特色。即在对外交流中坚持与时俱进。
时代的发展推动着科技的创新和人类共同利
益的融合，中华文化坚持时代特色，一方面
要立足本国的时代发展，另一方面要立足全
世界的时代发展，不断地弘扬中国的文化精
神、传播中国的文化成果，从而在推动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充分地展示中华文化所蕴
涵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文化向

度。文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
新成果，其实践指向也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一是加强“四
个自信”的功能原理与发生机制研究。要加
强对“四个自信”的整体性功能及四个自信
各自的特殊性功能如何生成、如何发挥等研
究。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教育的
文化机制研究。文化自信思想使得人们对文
化应当传播马克思主义形成共识，但文化如
何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如何传播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让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存在着
理论意义的研究多于实践机制的研究、传统
机制的研究多于创新机制的研究等问题。三
是加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与方法
路径研究。文化自信思想使人们普遍理解中
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在内容上包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但具体到这三种文化如何通过不同的方法途
径来加强建设，现有的研究存在系统性不够、
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四是加强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方面使得中
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深入人心，极
大地鼓舞着人们的士气；另一方面如何正确
理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科学

内涵、基本特征、精神实质等，需要进一步
加强理论研究，从而使其在思想教育、理论
宣传、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各个方面都能
够得到更加准确、具体、广泛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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