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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

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

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精

神命脉和创造源泉。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报告明确要求，发

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重视

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优秀文艺

作品，提高国民素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拓展

中外人文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让人民

群众享有更多更好文化发展成果。

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

文化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

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是人类在生存和

发展中的精神积累。一代一代的人生下来，长

大、变老、死亡，又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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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留下来可继承的东西就是文化。所以，文化

就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中，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

化里有先人失败的总结，也有成功的创造；有可

供后人借鉴学习的人生经验，也有值得吸取以免

重犯的教训。所以，文化很重要。有着深厚文化

底蕴的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手里就有一盏照亮

道路的灯，就少一些黑暗中的摸索。因此，文

化、价值观和态度是人类进步中的一个重要的

因素。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的积淀越来

越丰富。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的高智

能时代后，综合素质、精神资源、心灵境界显

得越来越重要。文化底蕴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

一大实力，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文化会形成

一定的思想，改变人的观念，观念形成人的价值

观，价值观决定人的动机，不同的动机会产生不

同的行为。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所以，人类社会

一切重大的社会行动，如果仔细观察的话，都有

一定的文化背景在起作用，其精神动力都出自根

植于内部的文化基因。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不

同的社会后果。如儒家文化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

建社会形成超稳定结构的作用，新教伦理对资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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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发展的作用。但文化的作用是逐步渗透的，

不是急风暴雨式的；是长期的、渐变的，不是立

竿见影的。文化的影响力需要时间，需要一定的

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所谓“滴水穿石”、

“集腋成裘”也。但这种影响力一旦形成，想要

改变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需要一个过

程，也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撼山易、

撼人心难”也。所以，文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

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首先，文化可以

增强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一个伟大的民族，在

前进的道路上每当遇到危难的时候，总会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增强信心。历史的发展是曲

折的，但总有一定的规律性，鉴古可以知今。文

化还可以使我们在面对强力时懂得隐忍。把自己

的血脉潜藏在文化中，等到强力过去以后，再发

芽、开花，继续结出果实，正所谓“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屡遭外

族入侵，但都能生存下来，种族没有灭，国家没

有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华文化隐忍怀柔

的品格。文化还可以使我们未尽的事业得到延

续。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总有一死，但只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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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灭，文脉还在，人的事业可以通过文化而得

以延续，得以传承，得以发展，文化的命脉就是

一个民族的命脉。

先进的文化往往是人类生活的引领者，是人

类前进的灯塔。文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一种稳定合

理的秩序。文化产生的道德和伦理是人类精神的

果实，也是人类生活秩序的“藩篱”，道德规定

了人内心自律的行为准则，为人的行为扎起秩

序的“笼子”。文化产生的价值观引领社会生活，

它告诉人们该干什么、往哪里走才是正确的。文

化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有文化的人一定会有

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人格取向。他不会为利

益而放弃原则，为欲望而放弃操守，为生存而放

弃人格。会使人们为了理想而追求信仰，自我牺

牲，有献身精神；会使人遵守社会公德，献身社

会公益，懂得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文化可以提高

人的修养，使人在动荡的际遇中保持定力，在纷

扰的红尘里有一个沉稳的心态，做到知足常乐，

忍耐精进，志存高远，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

富贵。正如中国儒家士大夫所追求的“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能陶冶人

的情操，使人知道自重自爱，恪守人格尊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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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崇高卓越。

文化具有独立不惧的品格。文化是权力不能

强加的，是金钱不能买卖的。文化的使命是让人

类社会变得更美好。文化通过一种思想改变人的

观念，通过改变了的人的观念改变人，通过改变

了的人改变世界。而一旦经文化改变了的世界，

其社会结构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两千多年来中

国社会上层的动荡不可谓不大，王朝更替几十

代，皇帝换了几百个，但中国基层社会基本保持

稳定，这应该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从文

化上来讲，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大多是农村和与农

村有着紧密联系的宗法社会，宗法观念已经深入

人心，凝结成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宗

法伦理就是法律。它使中国基层社会稳定地保持

了正常合理的生活秩序。从这一点也可证明，文

化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我们所说的文化不是

笙歌曼舞，灯红酒绿，而是更深层的人文精神。

文化的力量不在绚烂多彩的装饰里，不在富丽堂

皇的宫殿里，不在纸醉金迷的奢华里，文化的力

量在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中，在历史积淀的厚重

气质中，在浴火重生的理想人格中，是一种风

骨、一种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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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比政治更久远，比经济更深刻。所谓比

政治更久远，就是说一个朝代更替了，但文化还

依旧活着；一个时代结束了，而文化还正在延

续。所谓比经济更深刻，就是说经济关系只是利

益关系，利益没有了，经济关系就消失了；但文

化不仅仅是利益关系，文化是一种价值认同，是

深入人心的，熏神染骨的，文化一旦被人们接

受，就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时时处处、方方面

面，渗透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学

校，它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国家与国

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断了，但文化上的联

系并不能割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就是延续

下来的文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真正

决定一个民族存在价值的东西不是人种，不是肤

色，不是地缘，不是财富，也不是强权，而是一

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没落，从本质上来说

是民族文化的没落；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也必

然是民族文化的复兴。

二、积淀丰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财富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

大民族，而且一直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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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绝无仅有的。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中

华文明就高度发达，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具有

现代意义的人文精神。拿更近的来讲，中国近代

历史经历了百余年的民族危机和艰苦考验，饱受

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但没有被任何一个侵

略者所吞并。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源于何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源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发展进步的根脉所系，

是中华儿女安身立命之所。优秀的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

团结统一，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忍耐力和包容性。

中华文化是具有强大忍耐力的文化。中国传

统文化历经沧桑而文脉不断，积淀了深厚的底

蕴。中华文化的忍耐力是保持中华文明持续发展

的品质和能力，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中华

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逐步锤炼形成并不断强化的持

久韧性，是中华文化独特的品性。数千年来积淀

起来的庞大而丰厚的价值底蕴所形成的独特的中

国智慧，始终为中华文明摆脱困境并实现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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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中华文化一向注重价

值的践行融入到大众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体

现在国家发展、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生活的各层次

各方面。价值熏染和教化无处不在，表现出极强

的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以仁义礼智

信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是支撑中华文化持

续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直到今天，这些传统的

核心价值观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是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中华文化的强大忍耐

力，是文明自信的重要支撑，是中华文化不断创

新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形

成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也是多民族

文化的融合。不可否认华夏族的中原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主体，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对中华民

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及影响。没有众多

少数民族的灿烂文化，今天的中华文化就不可能

如此丰富多彩。今天的中华民族已是一个多民族

的融合体，这么多不同的民族，愿意共同生活在

一块土地上，在一个政府下和谐共处，这在世界

历史上是少有的。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有其历

史的必然性。中华文化由于是在连绵不断的民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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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中不断充实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天然

的包容性，从而也是中华文化不断兴旺发达的内

因之所在。在科学方面。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

物质文明高于西方之上。在艺术方面。中国的文

学属柔性的，与儒家偏重义务的刚性正好互为调

剂。中国的文学，在表现形式上以诗歌、散文

为中心，这是一种偏向同情慰藉的轻灵抒情小

品。中国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即而绘画亦因外

形之单纯、调和，而具有可以洗净人世间杂乱冲

突的作用。中国的宗教，以道教而言，向来强调

万流归宗，能够容纳各教派；以佛教而言，则熔

教养与实际人生于一炉，创为新的宗派，重视心

智的自由发展，与印度佛教有很大不同。在治国

理政方面。中国自秦统一后就实行郡县制度，皇

帝世袭，只为天下一统之象征，下由士人出身的

宰相担负实际行政，为政府首脑，选贤举能，以

弥补皇帝一人专政之缺陷，而全国官吏，也是公

开考选录用，既可奖掖人才，又不失公平。从法

律看，中国法治的全部之精神，可以概括为重人

品、重等级、重责任、论实际、论关系、去贪

污、定主从、定等次，重赔偿、重自首、避操

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的精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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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方面。中国的语言文字由于具有形声兼

备的原则，遂使两者保存着密切互补依存的关

系。一则得以靠文字的统一而使语言不致过远变

动和分离，二则不论社会新事物如何增加，语言

如何变动，只要把旧字另行分配组合，便等于增

添新字，适应新的需要。因此，中国文字虽在追

随语言，而仍能控制语言。这样就可以使广大地

区的中华民族同胞有一个表达思想的共同标准，

有助于大一统的凝成。在风俗习惯方面。本来风

俗习惯系指自古以来一种相习成风的观念和习

俗，时间一久便为一个民族全体所遵守，而有意

识或无意识地成为支配这一民族的思想与生活。

这些观念和习俗，包括食、衣、住、行的方式及

祭祀、婚丧、社交的礼节等。风俗习惯具有一种

固定性，不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大家既然乐于

共同融合在同一个社会中，自然有理由应当促进

社会内部之团结。由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又

特别重视人文道德，礼仪之邦，凡事求其合乎情

理，具人情味、富世界性，容易为外来人所接

受。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不但使本身力量加强，

使对外的抗拒力强化，不易被消灭，并能融化外

来民族，扩大本身组织。这样，在历史长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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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式前进中，即使不幸暂时失去政权的控制，

亦可赖此昌明文化而复兴、而绵延。这就是我

们中华民族必然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理论和实

践基础。

2. 中华文化崇尚亲和友善的人际关系。

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环境，黄河

不时溃决的状况，容易使人感到谋事在人、成事

在天，因而特别重视人格修养，稍忽事功。凡事

求其心安理得，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合乎人

道，即是一善人，即是一有道德的人。至善即最

高道德，人而至善，即等于达于神的境界、天的

境界，也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因此，

中国的哲学重人生实践，强调人际关系的调整。

中国文化的这一精神，即所谓人文道德精神，发

生于远古时代。到春秋时代，天生圣贤，诞生孔

子，赖以传延，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基本精

神，也成为对待四裔民族的基本政策。诸如宽容

好客、朴实无诈、坚苦强韧、守望相助等等。不

但可以接受外族，而且可以和好相处，使外族

一进内地，即恋栈不想离去。《论语·季氏篇》

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

安之。”《礼记·王制》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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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其政不易其宜”都是明确表达了这一理念。中

国历史上也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汉武帝、唐太宗

就是典范。汉武帝伐匈奴，一般人咸以黩武视

之，但有谁知道，在这一决定之前也曾经过一番

激烈的廷议。主和派韩安国说：“圣人以天下为

度，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主张仁爱恤民。即使

主战派的王恢，亦何尝不如此，他说：“士卒伤

死，中国槥车相望，仁人之所隐痛。”最后在武

帝“边境数惊，朕甚悯之”的心情下，做了一个

痛苦的决定。事行之后，短短二三十年间，中原

与西域各族之间，日益密切，汉之“威德遍于四

海”。到了唐太宗，亦以武功著盛，但他的基本

态度也不离“信”、“爱”。如他对突厥的态度是：

“纵突厥部落叛尽，六畜皆死，朕终示以信，不

妄讨之。”又如征高丽，禁部署劫掠：“纵兵杀

戮，虏其妻孥，朕所不忍也。将军（指李勣）麾

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无怪乎清圣祖要赞

美他说：“三代圣王柔远安迩之道，惟唐太宗庶

几能解。”此外，在边臣、百姓中有这种想法和

理念的人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才使边疆少

数民族自然情愿归属中国，而和中原华夏族相

融合凝为一体。若说有遗憾之处，就是到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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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两朝却一直采用民族隔离政策，阻碍了融

合的速度。

3. 中华文化具有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品格。

中华文化善于研究吸收改造借鉴外来文化。

儒学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学说都是与时俱进

的。历史上许多文人学士坚守儒学宗旨，但认为

应吸收佛、道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以充实儒学。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佛

教中的某些宗派关于人的主体意识“心”的论

述，影响了儒学。佛教中某些宗派对本体理念的

阐述，对思想家们有很大影响。佛教对高深智慧

的重视也影响了儒学。中国儒学平实易行，只谈

人的生命、生活，不谈生前死后，在理论思维上

需要提升，将印度佛教改造成为中国佛教，也就

是佛教儒学化。这方面的文化思想体现在宋明理

学中。宋明理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在哲学思想

方面比早期儒学有了很大进展，道教关于人生不

死的论述，其中有大量迷信，也有一些值得关注

的理论思维，使儒学更加充实。儒学能以丰富多

彩的众多文化为活水源头，与时俱进，因此才有

长久的生命力。到了汉朝，儒家吸收诸子百家之

长并兼容了佛教等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而卓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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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所以以儒学为主流的

中华文化，是中国成史上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

是在历史的风雨长河中洗炼冲涮，浪淘沙汰而留

下的精华。儒学不是神学，而是以人为核心的思

想道德文化，是以“人本”为经纬的政治伦理学

说。儒学宣传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

担当的“君子”，与人讲公正诚信，讲和睦友善，

讲相互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人

们只要努力修身和践行即可达到“成圣成贤”的

目标。儒学本身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思想道德教化，它和宗教可以并存，能够吸收佛

教、道教中的某些优秀思想，加以改造和转化，

使自身更加丰厚。儒学是讲爱心的文化，从“亲

亲”到“泛爱众而亲仁”。儒学探讨“天道”与

“人道”的关系，简称“天人之学”，最高人生境

界则是“天人合一”。儒学为“君子”树立了认

识论标准，这就是排除言行上的极端，遵循和践

行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

及”。儒学讲“王道”，反对“霸道”，在社会观

上倡导和平和谐。儒学不是封闭的文化学说，它

主张“和而不同”，倡导“博采众长”的文化会

通精神。儒学重视教育，相信人们经过教育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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