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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京

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发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号召，为中国

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在座谈会召

开一周年之际，与会嘉宾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中华文明‘五个

突出特性’的历史学阐释”“‘第二个结

合’的思想内涵与实践要求”“中国式现

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化的

国际传播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展开

专题研讨，共同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为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广泛共识、凝

聚强大力量。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袁在延续历史中开创未来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

平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

特性，科学揭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内在基因”。中

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既铸就了中华文

明和中华民族曾经的灿烂历史，更引导

着中华民族书写未来的辉煌篇章。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常委

李国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的科学论断，深刻阐明了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内在要求、

必由之路，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

史根基更加坚固、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敦煌文化凝结着古代丝绸之路的文

化精粹，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标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

林表示，敦煌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

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不仅展

示出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也彰显着中

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和重要时代价值。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

认为，中国历史整体发展使中华民族各

民族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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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统一的共同

追求，成为凝聚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麻国庆表示，中

华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的出发点，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成和发展、揭示其演进规律的基础。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无

疑要归因于不断的融合进程。”中国人

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胜前说，“文明融

合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未来发展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增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定性和

自觉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五千多

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阐

述，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揭

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源头活

水，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指明

了前进方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

长（副院长）李文堂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从“两个结合”，特别是从“第二个结合”

的维度，深刻阐述了文化主体性问题，这

些重要论述为进一步破解“古今中西之

争”、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巩固文化主

体性提供了思想指导，充分展现了文化

主体意识与文化生命力。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康

震表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本质就是以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观念，审视反思传统文化，使马

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真正能够解决中国

问题；同时，又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智慧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

真正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

教研部一级教授韩庆祥表示，新时代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

义充分彰显出来是“第二个结合”的逻辑

起点，又一次思想解放、造就有机统一

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是“第二个结合”的价值点，巩固中华民

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是“第二个结合”的落脚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是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其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深层体现。”中国人民

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说，“‘两个结合’

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

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袁在
推动文化繁荣尧建设文化强国尧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作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

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定文化自

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共同

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张志强表示，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通

过文化建设树立起文化主体性，文化自

信就有了根本依托。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

长、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表示，总结 100

多年的成功经验，中国始终沿着符合自

身国情的道路前行，始终以开放的心态

对待世界各种不同文明，虚心学习各国

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何中华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性，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杨艳秋表

示，中华文化表现出一种革故鼎新、不断

转化和创造的内在动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正因为内蕴着这种创新性而产生出

无穷的创造力。要在赓续中华文明中开

拓前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袁征说，我们应注重运用新技术、新方法

来面向国际社会传播新时代中华文化，

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宣传中国的

价值理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人

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渊王云松冤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综述

6 月 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在

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担负起新时

代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号召，为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方

向。在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重温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共同交流学术研究

成果，很有意义。

与会嘉宾表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贯通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是波澜

壮阔的历史进程，也是催人奋进的目标

愿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增强

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责任感紧迫感，

增强文化自信，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推出更多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学术成

果，更好推动学术和文化繁荣。要坚持

“两个结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

学理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要提升学术创新能力，立

足中国田野、研究中国实际、发展中国

理论，汲取国外有益学术成果，培育高

水平社科人才队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

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工

作回顾暨科研成果展。 渊据新华社冤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京举行

6 月 8 日是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营造非遗保护良好社会氛围，

文化和旅游部将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前后集中开展系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在文化和旅游部 30 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副司长胡雁介绍，今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主题为“保

护传承非遗·赓续历史文脉·谱写时代

华章”，重点活动有气象万千———中国

非遗保护实践主题展、云游非遗·影像

展、“非遗里的美好生活”摄影作品征集

展示活动等。同时，将继续支持国家图

书馆等 200 余家公共图书馆举办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

映月，支持国家图书馆举办“非遗讲座

月”系列活动，支持中国昆剧古琴研究

会等在恭王府博物馆举办“良辰美景·

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等相关活动。

据悉，各地还将举办“非遗购物

节”，结合本地区文化和旅游促消费活

动，聚焦培育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

长点，推动文旅消费恢复和高质量发

展。据初步统计，各省（区尧市）在今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将举办 12614 项

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其中线下活动

9642 项。 渊周玮冤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全国各

地将举办一万余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国家文物局在“5·18 国际博物馆

日”中国主会场公布第二十一届（2023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

介结果，甘肃简牍博物馆“简述中国”展

览荣获精品奖。

简牍是甘肃省珍贵的文化宝藏，利

用好、展示好、传承好简牍资源是时代

赋予甘肃简牍博物馆的使命与担当。

“简述中国”展览致力于打造“会说话的

文物”和“鲜活的历史”展馆，千余枚珍

贵简牍原件走出“深闺”集中亮相，系统

生动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灿烂的中华文

明和汉代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

展览分四个专题有序展开：“简牍时

代”作为开篇，深入挖掘甘肃出土的简牍

遗存，系统阐述简牍从考古发掘到成为

国际显学的百年历程。“简述丝路”以探

寻丝绸之路的“路”为线索，揭示并全面

展示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客观存在。“边塞

人家”以 5封居延信件生动再现了边塞

的生活点滴、独特风貌与时代兴衰。“书

于简帛”从汉字的起源入手，全面梳理展

示了两千年前的汉字演变与书法美学。

四个专题在简述中国主轴理念的统领

下，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讲述丝绸之路

上的动人故事，勾画出一幅绚烂多彩的

历史图卷，向公众全面、生动地展现了简

牍里的丝路文化与中华智慧。

展览利用“简牍 +”架起了时空穿

梭的桥梁，勾连了历史的通连感；设置

多媒体影像技术模拟考古发掘的情景，

让观众身临其境；VR 技术体验古人砍

柴射箭，给观众满满的“仪式感”；通过

全息呈现、数字孪生、超高清、多传感器

融合、AR、VR 等新体验技术，多维度提

升展览的传播效能，真正做到了博物馆

从无墙到无界的跨越。

甘肃简牍博物馆自 2023 年 9 月开

馆以来，深受观众欢迎，已成为甘肃新

的文化名片和文化地标。 渊施秀萍冤

甘肃简牍博物馆“简述中国”展览荣获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