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术论坛

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 综述

姚　 崇

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ꎬ 深刻领悟习近

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ꎬ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西北工业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主

办的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术论坛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ꎬ 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在陕西西安召开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

工业大学、 南开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全国 ８０ 多所科研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会ꎬ 围绕 “习近平文

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研讨ꎮ
１.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论的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ꎮ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坚持 “两个结合”、 推进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ꎬ 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ꎬ 创造性地诠释了文化的本质力量ꎬ 创

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论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强调: “研究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ꎬ 首先要把握好其中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ꎮ 他认为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百年目标、
奠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石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发点”ꎮ 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靳诺从

“实践积淀和理论基础” 的创新之源、 “贯通历史与未来、 理论与实践、 中国与世界” 的创新体系、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党的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的创新意义ꎬ 探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意蕴ꎮ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张国祚指出ꎬ
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就必须深刻认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战略地位ꎬ 就必须遵循坚定文化自信、 秉

承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三大原则ꎬ 并重点就古今发展、 中外对比、 科技进步等维度深刻阐述了

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ꎮ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卢黎歌探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概念体系、 原理体系、 逻辑体系等ꎬ 并从价值追求、 政治保障、 基本方略、 发展目标和人类文明

五个维度来解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价值意蕴ꎮ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进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维度ꎮ 第一个维度是横向

的共识性问题ꎬ 即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再宣示ꎻ 第二个维度是纵向的历史性问题ꎬ
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ꎻ 第三个维度是目标性问题ꎬ 即 “新的文化使

命”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其存在本身与存在方式的关注和回答ꎮ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姜迎春通过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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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如何认识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认识和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如何坚持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ꎬ 为判断 “当前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

论” 提供了思路参考ꎮ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琳从文化使命的内涵、 内容体系、 方法

论原则和价值导向四个方面概括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ꎬ 表明我们党在

坚定文化自信、 把握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上达到了新高度ꎮ
２.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使命论的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ꎬ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ꎮ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

现代化以深厚底蕴ꎮ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ꎬ 感悟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ꎬ 筑牢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ꎬ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文明观ꎬ 就文

明价值观而言ꎬ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走符合人性、 保护人权的发展道路ꎻ 就文明道路观而言ꎬ 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鲜明特色ꎻ 文明创新观则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ꎮ 华中

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董慧探析了数字时代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ꎬ 指出在加快适应信息技术

迅猛发展新形势下ꎬ 人类文明也呈现出新样态———数字文明ꎬ 因而要抢占数字时代文化发展的制高

点ꎬ 关注数字技术引发的文明风险问题ꎬ 营造积极向上的数字社会生态ꎬ 打造普惠包容的数字传播

平台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赵虎吉以 “文明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进步状态” 为基调ꎬ
论述了新科技革命的全局性变化、 根本性变化、 破坏性创造的性质ꎬ 提出工业文明同而不和、 数字

文明和而不同ꎬ 在新科技革命文化转型进程中推进社会主义数字文明建设的关键是共同体主义价值

理念ꎮ 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马照南从五个维度阐释了中华民族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源ꎮ 第一ꎬ 中

华文化的主体是人本身ꎻ 第二ꎬ 中华文化具有自身的理论根源ꎻ 第三ꎬ 中华文化具有内生性ꎻ 第四ꎬ
中华文化的千年积淀为后人留下无数典籍ꎻ 第五ꎬ 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ꎮ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玉华提出改革开放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个方

面ꎮ 在必要性方面ꎬ 继承发展变革求新思想ꎻ 在领导方面ꎬ 继承发展贤能治国思想ꎻ 在价值取向方

面ꎬ 继承发展民为邦本思想ꎻ 在方法论方面ꎬ 继承发展整体观思想ꎻ 在胸怀格局方面ꎬ 继承发展协

和万邦的天下情怀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金伟提出ꎬ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ꎬ 中国式现

代化的对外传播本质上是中西方话语力量的博弈ꎬ 需把握现实机遇ꎬ 回应世界对现代化发展的关切ꎬ
在为我国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同时ꎬ 向世界展现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形象ꎮ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梁建新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ꎬ 探讨了完善和发展中国之治的五

大文明要素: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的革新精神ꎬ 民贵君轻、 政在养民的治理理念ꎬ 得众则得国、 以

德化人的治理思想ꎬ 以和为贵、 万邦咸宁的和平理念ꎬ 六合同风、 九州共贯的一统精神ꎮ
３.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论的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ꎬ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ꎬ 一以贯之实现马

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论的创新性发展ꎬ 不断提高把握文化发展规律、 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能力和水平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书林认为ꎬ 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形势ꎬ 是思政学科

得以重视、 发展、 坚持、 改进并制度化的重要背景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与

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ꎬ 则是思政学科迅速发展的强劲动力ꎮ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任晓伟从意识形态

较量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建设ꎬ 阐明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ꎬ 指出文化本质上是为社会服

务的ꎬ 意识形态教育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邬小撑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助推 “留学中国” 品牌建设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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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与实践为例ꎬ 提出了三个课堂融合贯通ꎬ “听、 观、 询、 品、 谈” 五位一体等系列体现中国文化

与教育特色的举措ꎮ 榆林学院党委书记张新柱表示ꎬ 要以全面推进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来厚植高等

教育自信ꎬ 筑牢新时代大学文化的力量之基、 精神之魂、 学术之本、 创新之径ꎬ 创建熔铸古今、 汇

通中西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ꎮ 天津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贾启君提出ꎬ 要以习近平文

化思想引领高校思政工作的守正创新ꎬ 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ꎬ 用党的创新理论来铸魂育人ꎬ 发挥文

化启智润心的作用ꎮ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晓燕系统思考了 “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的重要论述ꎬ 通过提炼出 “优秀文化与创新发展” “文明多元性与包容性” 等核心要素ꎬ 勾勒了青

年人才成长图谱ꎮ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福进认为ꎬ 红色礼仪及其文化具有独特的叙事功能、 凝聚

价值和教化价值ꎬ 要从中华文明史中追溯传统红色文化仪式之源ꎬ 树立文明古国、 礼仪之邦的良好

形象ꎮ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包庚回顾了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及实践探索ꎬ 认为其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积累

了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ꎮ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建康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振兴ꎬ
针对乡村功能、 产业结构、 价值追求面临的系列转型问题和现实挑战ꎬ 着重强调文化振兴必须立足

乡村实际、 瞄准乡村问题ꎮ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郝立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 “应
用的形而上学” 进行了批判ꎬ 认为要以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作为标准来进行认识世界

与改造世界的哲学研究ꎮ
４.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方法论的创新性发展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ꎬ 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方法论的创新

性发展ꎬ 是奋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ꎬ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

业而努力奋斗的重要命题ꎮ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燕连福指出ꎬ 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

子ꎬ 从而让中国人在精神上再一次由被动变主动、 由依赖变独立、 由封闭变开放、 由仰视变平视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刘须宽以 “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内涵研究” 为题ꎬ 强调

文化领导权是党作为文化建设的领导主体的刚性原则ꎬ 指出了当前文化领导权面临的风险挑战ꎬ 并

以文化主体性为基本前提ꎬ 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路径ꎮ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

丹进行了意识形态创新 “两个结合” 的解读ꎬ 强调重视 “两个结合”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ꎬ 以及

从 “一个结合” 到 “两个结合” 的实质是守正创新ꎬ 指明要积极地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ꎮ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杨云霞从系统视域提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构成要素ꎬ

包括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等目标指向要素ꎬ 文化自信、 思想解放等实现动力要素ꎬ 开放包

容、 守正创新、 明体达用等价值理念要素ꎬ 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等结构层次要素ꎬ 以及实践层面的

多种功能发挥要素ꎮ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琼从提升文化的引领力、 凝聚力、 塑造力、
创造力、 约束力等方面论述了推进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的具体路径ꎮ

最后ꎬ 侯惠勤作大会总结发言ꎬ 强调未来应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ꎬ 深化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研究ꎬ 深入回答中国具体实际问题ꎬ 用最大的文化同心圆来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说服力、 凝聚力ꎮ

(作者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张建刚)

０５１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