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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化自信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张  凯 

（大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文化自信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言，之所以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或“独特的精神标识”，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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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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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

“中国道路”，这条道路积淀于“三个自信”的基础之上，但其
更为坚实基础便是文化自信。因此，“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2 

纵观我国历史，无论国家的历史命运或者基本国情发生怎
样的改变，文化传统都始终能够保持其遗传基因--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伟大的
民族精神。  

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
实践相结合。所以，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不
能丢。并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一个不可丢弃的“老祖宗”。
因此，追根溯源，“中国特色”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
主义”则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二者能够结合，首先得益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而这也恰好契合了科学社会主义所
追求的全人类的解放。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独

特的文化基因使然。所谓“一定程度”，就是既要看到传统文化
的基因因素，又不能单从思想文化找原因，而要从一种“历史
的合力”中寻求这种道路抉择的社会根源，包括独特的历史命
运、十月革命、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等。 

这其中，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发挥了巨大作用。“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表达了孔子对于世界大同的追求，这种原始的
共产主义追求更成为此后历代的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目标。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虽然隐含了统治阶级的驭民思想，
但从维护封建宗法体系出发，历代统治者都注重民心向背问题，
主张勤政为民，并把稳民心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这在某种
程度上契合了群众史观。 

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体系决定了只有宗族血缘才能将
整个社会联系起来，于是便出现了“天下一家，彼此无异”的
整体主义。尽管这种整体主义强调群体，而抑制个性，要求个
体必须恪守“孝”、“忠”等价值坐标，但其中彰显出的民族、
国家意识，恰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相近似。 

秦始皇统一六国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得以实现，以统一化的度量衡体系为标志的封建大
一统局面自此一直延续至清末。尽管这种皇权至上的大一统充
斥着专制色彩，但将其颠倒便会发现，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无
产阶级专政思想又有相似。 

此外，还有许多传统文化基因促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选
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比如，“患不均”文化与社会主义平等
诉求；以“义”当先的“义利”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
“重农抑商”文化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修平”文化使无数
仁人志士致力“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科学辨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

粕，尤其要从传统文化中科学地提炼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党的十六大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概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爱好和平精神，勤劳勇敢精神，自强不
息精神。 

正是基于这些精神，包括“天顺人和”“允执其中”“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
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民族精神，才
使得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其当代价值在于：对天地人
“三才”亲和的向往，对“天行健”之生生不息的渴望，对“地
势坤”之厚德载物的景仰，对“大同世界”的挚诚向往，对“小
康社会”的孜孜以求，对“允执其中”的“和合”诠释，对“生
命美好”的生活演绎，对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对亲情
的眷恋和友谊的追求，对功利的淡漠和道义的持守，对人文精
神的至诚至爱，对心灵升华的孜孜探究，对未知世界的不懈求
解，对琴棋书画等信息文化手段的运用，对智慧和知识的挚诚
尊重，对炎黄子孙的民族认同，对国家统一的执着坚定等等，
均可谓令世人景仰的精华要素，均可谓“中国方案”的文化底
蕴。 

坚定文化自信，既要准确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素，
又要继往开来地总结和继承老一辈领导人留给我们的民族价值
观、政治价值观、精神价值观，还要科学梳理改革开放新时期
不断生成的新形态民族精神，将传统文化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优秀民族精神与近现代中国的革命精神、建设精神、改革创
新精神有机地融汇起来，并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
括革命时期的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
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时期的抗洪精神、抗非
典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斗争精神、担当
精神、奋斗精神等。 

诚如邓小平所说，正是靠着这些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我
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3 

注： 
1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2016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 2016 年 07 月 02 日 02 版。 
2《中共明确治国理政“两大借鉴”及其关系》，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15/c70731-25842040.htm
l。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 144 页。 
作者简介： 
张凯，男（1985.2-），汉族，辽宁大连人，博士，讲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课题：文章系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大学生文化

自信培育研究》，编号：2018lslktqn-008 
项目名称：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辽宁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项目，编号：2018lslktqn-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