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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是指公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赞同和认可。这份认

同，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植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认同凭借其特有的统一性和渗透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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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文

化支撑，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因此，需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生

成、价值和路径，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有

效实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文化生成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形成归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

同时也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形成的历史依据，

即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植根于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中华民族有着 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积淀了丰厚的中

华文明，孕育了枝繁叶茂、独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优秀

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于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之中，存在于各民

族的和社会的文明成果之中，还存在于中华儿女的价值观念

及行为准则之中，她既塑造了中华儿女的民族品格，也滋养

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如习总书记所指：“中华民族有

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

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2]。”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根，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石，它所包含的民族精神、人文精神及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不懈追求，更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认同的主要来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熔铸于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根基。首先，革命文化吸收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所蕴含的“革命”元素[3]。如儒家经典《周易》赞颂

周武王推翻殷商暴政的革命行动，“革命”“革故鼎新”等

词影响着后人的思想观念；其次，革命文化继承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如崇尚仁爱、重视民本、惩恶扬善、

敬老爱亲、自强不息等理念，是革命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在基

因。最后，革命文化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智慧。

如革命文化并不崇尚暴力，而在于追求和平、爱好和睦、崇

尚和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植根于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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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精华和革命文化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国精神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

中国精神由中华儿女在数千年的社会实践中积淀而成，

包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

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仍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撑，是激励中华儿

女团结一心、不懈奋斗的精神旗帜。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

族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江泽民同志把时代精神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

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实求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

奉献的精神[4]”，体现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精神品质。在改

革开放的过程中，时代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扬，成为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新发展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构筑

了精神家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引领

其发展的前进方向。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

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内涵的凝练，深

刻回答了当前时代我们应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一时

代课题[11]，是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文化必然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前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价值旨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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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撑中国人民勇

毅前行的强大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其具体表现为：

（一）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社会共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是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社会

共识的基础。文化认同和坚定理想信念具有内在同一性，理

想信念的坚定有助于文化认同的实现，文化认同则为坚定理

想信念，凝聚社会共识提供支撑。坚定理想信念就是坚定对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仰、坚定对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当前，西方“普世价值”的

推行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非常不利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

发展。而文化认同对于有效引领和整合多元的社会思潮有着

重要影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中国集体主义下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

观有着本质不同[5]，这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把大家团结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凝聚人心、引领人心。

（二）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怀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因为中华文化

独一无二的气韵与智慧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无限的

自信与自豪。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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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6]。”由此

可见，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深厚的文化根脉和独特的文化

优势，来自于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肯定，来自于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

自信，就会失去根基和灵魂，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独

立性也会丧失支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发展便难以维系。

如今，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

化深入发展，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日趋频繁的背景

下，需要我们正确看待自身的文化，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的

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

化自信。

（三）有利于增强民族意识，助力民族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能够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的

价值，为强化民族意识，增添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归属感，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内驱力。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

要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8]。”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需要丰富的物质

财富，也需要丰富的精神财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

双飞的发展过程，仅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没有精神世界

的充分发展，是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因而，需

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引领作用，需要强化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文化认同服务于新的文化使命。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筑牢思想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指

导我们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为传统文化增添理性的光辉，正因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中华民族从近代的文化自卑中觉醒、从文化沉沦中奋起。

在马克思主义重新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精神基因的同时，

中华传统文化也以自身的强大包容性接纳马克思主义，为其

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广阔的空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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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因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深厚土壤和现实国情，又在深

层次上激发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提供根本保证

牢牢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

基本经验。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工作的领导权问题，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瞿秋白指出，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是

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

牢把握党在文化工作中的领导权，保证了党在政治上的独立

性和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

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方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江泽民同志提出：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10]”，

更强调在党的领导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

新时代以来，明确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11]”，具体到文化领域，就是要“不断增强意识形

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1]”。由此可见，党中央深刻认识到

把握文化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性。牢牢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

面领导，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

导，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认同。假如脱离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文化认同便难以实现和维系。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根本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

本立场。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愿望，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其次，

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发展的能动性力量，所以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精

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热情，激发人民群众的文

化创造活力。最后，要坚持“以文化人”，引领人民群众的

精神生活，促进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综上所述，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能够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始终立足民间、

扎根群众，有助于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

断丰富，是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精神支柱，但它只有得到大

众的认同，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功能，因此，强化公众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认同的实现，应准确把握其生成来源、认识其价

值意蕴和明确其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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