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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l proposal of cultural thought constitutes the culture chap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ich i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undertak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the cultural thought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and the genes and vein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Xi Jinping’s long-term commitment to cultural undertakings, 
which is a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deological field, and a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term ruling 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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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
陶丽

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党校，中国·重庆 404100

摘 要

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从形成过程看，以历史积淀的百年历史进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为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
家的文化思想是理论基石；习近平长期致力于文化事业，是对外部环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的一种实践认识，是对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巩固的一种现实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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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

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我党百年文化

实践活动的一次智慧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与

蜕变，且在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升华。从形成过程探究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脉络，可以更好地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

精神力量。

2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2.1 理论基石：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

思想
文化内涵是包括广泛的文化和文明理念，以及由此创

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内的人类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的

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的综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中，文化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理论深刻阐述了文

化的产生、价值及阶级性，为我们揭示了文化与社会发展之

间的紧密关系。第一，马克思主义把文化视为人的生产实践

活动的产物，它是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无论是以物质

形式还是观念形式存在，均源自劳动的结晶。是人类在改造

自然、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颠覆

了传统观念中文化由意识决定生活的看法，而是坚定地认为

生活本身才是意识的决定者。文化，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其

形成和发展均受到实践的深刻影响。第二，文化具有鲜明政

治性和意识形态特性的上层建筑。文化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影

响和塑造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实际

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

质力量”。第三，文化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社会形态

所塑造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其所属阶级的利益和意

志。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和追求。

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更是一种能够触动人心、催人奋

进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对于提升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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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意识、增强其阶级认同、激发其革命斗志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如何构建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权，如

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不可或缺的任务。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

启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看待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意

识形态的关系。他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加强党对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指导，在思想上明确了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

这一思想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为推动中华

民族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了

党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引领中国文化事业朝着更加繁荣

发展的方向前进。

2.2 历史积淀：扎根于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

进程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思想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

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党深刻意识

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文化在

社会中对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影响。毛泽东制定并提出了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强调革命的文化是革命前的

有力思想武器。同时，毛泽东倡导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文化建设方针，提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理念，为中国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邓小平在探索

中提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

坏，走弯路”的观点。他强调了文化与物质建设的密切关系，

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文化建设方针，为中国文

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江泽民则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文化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注重培育“四有”公民、“三个面向”的社会主义文化，为

中国文化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胡锦涛提出了“和谐文化

观”，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

重要性，提出了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培育

和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

断繁荣发展和文化创新，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是在历届领导人思想基础上的继承

和创新，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坚持文化自信，不断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让中

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2.3 文化底蕴：赓续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

血脉 
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注入了习近平文化思

想孕育过程中的重要文化滋养。华夏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古代

文明之一，在历经五千多年不间断传承的过程中，凝聚了中

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所创造和传承的优秀传统

文化，深深地融入了中华儿女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语言

表达和日常行为之中。“像一汪清水”“慈爱他人”“万物

慈爱”等道德理念，以及“国家安居乐业的根本在人民”“人

民幸福安康的根本在人民”的价值取向，以及“言必信其行，

行必果其行”“一言既出，行必从之”的做人处世准则。“马

难追”这一古训，以及“行义治则”“重道轻利”等道德规范，

展示的是丰富的哲学智慧、深厚的人文情怀，以及寓教于乐、

寓教于乐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个人的成长、家庭的和睦、

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旺发达等方面都会产生极大的鼓舞作

用。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被习近平总书记在

各种重要场合多次强调，特别是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文化传承与发展论坛上，这种重要性愈

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在创新

发展上下功夫，在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上下功夫，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起来。这些重要论述，清晰地表明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基本特征和时代价值的继承与发

展，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重

要遵循和支撑。

2.4 实践体悟：源自对文化事业的长期倾注 
丰富的工作经历为其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刻的实

践基础。习近平丰富的工作经历为其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

深刻的实践基础。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期间，他将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当地的发展指明方向。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坚持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同时注重少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多元文化的繁荣开

辟了道路。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着眼于建设“文化大省”，

重点挖掘和传承浙江的文化基因和人文遗产，为党的“双创”

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支持。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注重

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励

人们向着共产主义事业奋勇前进。通过以上工作经历的积累

和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坚持文化自信，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提出了关

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观点，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从

坚定文化自信到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再到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习近平不断强调文化的重要

性。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九个坚持”，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为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奠定了基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了“两个结合”的重

要性，特别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习近平文化思

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完善，体现了鲜明的实践逻辑这为我

们在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根

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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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现实之维：应对于外部环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

风险挑战
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之

间产生了持续激烈的碰撞，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变得更加

激烈。西方国家，利用他们在技术和网络言论方面的优势，

以更加隐蔽迷惑的方式输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他们不断强

调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大肆渲染资本主义制度的卓越

性，并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等虚假言论，意

在扰乱社会思想，引导人们误入“文明优越论”的误区。

在中国，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调整，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如以“反思改革”之名

否定改革开放，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西方价

值观，恶意传播政治谣言，给中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了

巨大挑战。另一方面，一些党内干部却出现了理想信念丧失

的情况，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不够强烈，鉴别力、

批判力不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和有效落实也存在不

足，给了国外反动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历史虚无主

义、文化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以虚伪的政治性和隐蔽的伪装

性试图改变甚至重塑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瓦解人们对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认同，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给党的权威性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

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境外敌对势力加

大对中国的渗透和西化力度，企图通过扰乱思想来谋取私

利。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必须保持警惕，加强对外部意识

形态渗透的防范，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自信

心。我们需要更加有效地传播中国真实的文化，让世界真正

了解中国。

3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突出体现了总书记着眼

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深刻把握和回答新时期文化建设存

在的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深刻洞察新时期文化建设面临的

国内外新形势、新挑战，为破解文化建设难题提供了理论指

导。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发展思想，融会贯通了马克思主义

原理和中华传统文化，总结百年文化建设实践，在实践中形

成了文化思想。即坚持了守正创新，又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

创新相互促进，使之理论思想上得到了升华。这一思想的形

成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全球挑战应对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战略指引，为现代

中国面临的各种文化挑战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注入了夯实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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