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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为民族复兴立

根铸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

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民族文化是

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

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

须以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前提，互

学互鉴，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维持社会稳

定、培育时代精神、推动民族复兴的

强大力量。与此同时，实现不同文明

之间的大交流、大融通，借此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也实现自我升华。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建构的文化底蕴与价值

源，是“根与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根基。”“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

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

和办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秉

持“和合理念”，以“海纳百川”之

胸怀，继承“协和万邦”的天下观，

弘扬“和衷共济”的传统义利观与

发展观，传承“和而不同”的社会文

化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开放

包容的心态，美美与共，构建人类文

明新形态。秉持“天人合一”的宇宙

观，坚持环境友好，绿色发展，共同

保护地球家园，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命共同体。

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上，反对强

权政治，反对武力战争，反对恐怖主

义，倡导和平对话，坚持以沟通为原

则、以共赢为目标，求同存异，美美

与共，天下大同。这即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现实体现，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展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

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

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

们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

面”，结合时代特征，赓续民族精

神，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治国理

政的重要镜鉴。中国向来重视从历史

成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古代提出

的许多思想观念，如以民为本、以德

治国、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怀柔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