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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内容 
范晨  朱鹏 

（海军航空大学  山东青岛  266041） 

摘要：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本文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内容进行
探寻，阐述了包括以深厚的爱国主义、坚韧的斗争精神和深刻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的文化特征，表达了文化自信基本内容对
文化强国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奠定精神和力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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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文化自

信作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精神之根和实践之源，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基本内

容。 

一、独特的文化环境造就了深厚的爱国主义 

从地理环境看，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相对封闭，东面、南面临

海大海，北面、西面和西南面则被崇山峻岭和沙漠等阻挡，但其土

地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广阔，非常适合发展农业经济，因此，先人

逐步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体制。一方面，农民靠土

地而生活，土地的稳定性让农民依附于土地上，不再迁移。另一方

面，农业生产满足于简单再生产，一个农业经营就是一个家庭，因

此人们都是以家族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这种文化环境造就了人们从

开始就关注个人的生命归属，是以自己为原坐标来认识世界，解决

的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与自己合理相处，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各种

社会关系和睦相处，相对单一简单，因此对家庭、家族、自然等的

关注成为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

重要条件。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爱国主义的基石 

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和农业文明的影响，“中国家族制度

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

的。”因此，人们多注重家的建设、团结、利益，有“国之本在家”

“积家而成国”之说。经过时间沉淀，逐渐从爱家园、爱故土、爱

故人的朴素情感进而发展升华成了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的伟大

精神。中国古代就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

“精忠报国”的岳飞、“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

等，都体现了爱国主义的光辉。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在一个民族

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

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能够激

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成为民族文

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宣扬的爱国

主义精神，不仅是民族精神的精华部分，还包括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的实践行为，他们超越了时空，成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内在

力量，激励着整个民族的前行。 

（二）革命文化升华了爱国主义的内涵 

“革命文化是适应革命斗争与实践而产生的，所展示的是党的

历史发展历程与精神内涵。”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

有的被动、黑暗、低迷的状态，但在这样的时期，一批批中华儿女

的爱国热情却被唤起，并且成为了近现代民族精神一道闪亮的锋

芒。赵一曼、杨靖宇、左权、张自忠等在抗战中的民族气节，都展

现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回看赵一曼写给幼子的家书：“在你长

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为国牺牲”

不仅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也是民族精神的绽放。民族精神不再体现

在个别人身上，而进一步影响了整个集体、整个民族。中国共产党

人开创的“红船精神”，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以及人民解

放付出的辛劳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升

华。“井冈山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不仅将爱国主义精神升华

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更是强调了勤劳勇敢

的中国人民的艰苦实践和主人翁地位。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了爱国主义的表现 

“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

义的高度统一。”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主义更多体现在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努力奋斗中，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里。改革开放时期，为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提升，无数的中华儿女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怀抱的不仅是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也是为

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精神。爱国，不是一句口头承诺，而是当代中

国人的躬身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特别是在这次

新冠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无数的志愿者以国家需要为本分，以他

人安危为己任，汇聚起众志成城、齐心战“疫”的磅礴伟力。 

二、独特的历史命运造就了坚韧的斗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

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

起。”在这几千年历史中，曾历经自然灾害的侵蚀、战争的侵扰、

瘟疫的侵袭等，中华文明始终屹立于世界之林。追溯历史，还能发

现如下对比：西方列强能够侵吞印度、占领波斯，设置殖民地，但

在历史上却从来不能完全灭亡中国，始终走一条独立建设发展之

道。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英国政府的海岛政策

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

有灭绝战的性质。”这就是说，纵使面对再恶劣的条件，中国人宁

可同侵略者血战到底、同归于尽，也绝不愿屈服。这种表现的本质

根源来自于文化中的斗争精神。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勾勒了斗争精神的轮廓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概括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自强不息、

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

因。在神话中，有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女蜗补天、愚公移山等传

说；在君主专制中，正直之士的挺身而出，必然要面对打击迫害，

甚至粉身碎骨，但依旧不肯趋炎附势，不肯同流合污，=依靠的是

斗争精神的信念支撑。探寻真理、揭发自然规律、抗击外来侵略的

道路必然是艰苦的，必然是要一个疑问、一个疑问去突破，一个现

象、一个现象去调研，一个困境、一个困境去突破，既清贫也艰苦，

既艰难也坎坷。张岱年先生曾强调过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斗争精

神：“历代许多知识分子经常过着清贫的生活，住在简陋的房屋，

穿着粗布的衣服，而志气高昂，奋发向上。”因此，不屈不挠、坚

守正义、执着顽强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斗争精神的外在表现。 

（二）革命文化展现了斗争精神的风骨 

革命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革命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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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劳苦大众在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斗争

中用具体实践塑造的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化。“我们党建党

近百年、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史，从来都不

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就在万难中形成了红船精神；

在土地革命时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艰苦斗争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

为代表的具有战争色彩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革

命、建设、改革全过程，既是其内在精神动力，也是外在实践总结。

革命文化将斗争精神的内在价值体现在具体革命中，更多展现在每

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军人的行动中，汇聚成了排山倒海的胜利

意志，凝练出了“钢少气多”的精神丰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了斗争精神的内核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作为实现人的全

面解放为核心价值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既是其理论品格也

是其生动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的王进喜，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

迈气概，向贫穷斗争；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始，在没有现成的方

案和经验可供借鉴的无助时刻，靠着“摸着石头过河”的这股敢闯

敢试、敢于创新的精气神，硬是创造出了历史性巨变，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坚定信

念和斗争精神，不断铸就新的伟大奇迹。在 2020 年年初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无数共产党人以“我是党员我先上”的铿锵誓言

临危不惧、视死如归、逆向而行，和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最终

扼住了病毒魔鬼的喉咙。“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

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三、独特的生活愿景造就了深刻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

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许多只是立足本民族

利益的文化不同，中华文化虽然形成、发展和升华于本民族的具体

实践，但其中所包含的精神特质却有着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张

岱年先生曾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交

流，一次是印度佛教的输入，一次是西学东渐。”然而，无论是佛

教的流入还是西学的输入，最终都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产生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在开放中保持独立，

在接纳中寻求发展，在成就个体的同时，也为全球发展注入活力。

因此，纵使曾因闭关锁国出现过对外来文化的遮蔽，但其文化内核

却从来都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文化的包容与开放，必然引领人们对世界共存共建的美

好愿望。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了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图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其基本含义为自然界和

人的精神的统一，若引用到社会中，则强调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尊

重。在此基础上不难理解，中国人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来寻求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在中国先秦文化就存在“世界大同”和“兼济天下”

的价值追求。《礼记》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谓大同

世界，即为人人平等、天下和合、四海一家的世界。在社会治理上

同样有明确的愿望，《尚书》中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体现了公序良俗能够使人

与人亲密团结、整个人类社会和平安宁。在利益观上，墨子称自己

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倡导的是将世界的利益作为公共

利益，而不应将某个国家的私人利益作为公共利益。在相处模式上，

《尚书》提倡：“同寅协恭和衷哉。”即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的状态，

在个人层面则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从人与自然、国与国、社会与人等多维角度，勾画出一幅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之图。 

（二）革命文化指明了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 

近现代的中国曾饱受压迫，“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

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

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命运共同体让中国既向内看，也向外看。

为了夺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积极促成并始终坚持

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致力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反法西

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坚守。1937 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

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

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鲜明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

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立场和团结一致的决心。通过战火的洗礼，中国

用真实的行动传递着人类团结一致谋求幸福的决心，和构建和平稳

定世界的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迈开了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步伐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实践和升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的集中体现。”2014 年 7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中首次把“人类”和“命运共同体”

连在一起使用后，“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建设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直接的实践体现。以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2020 年年初，

在中国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许多国家（地区）和组织积极向

中国伸出援手，有的捐助物资、有的发表声明道义支持、有的网友

发帖鼓劲打气。中国在经过 3 个月的奋力抵抗，取得阶段性成果后，

中国政府迅速向相关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开展了捐赠物资、派

遣专家、分享数据、经验交流等活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所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

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在中国与世

界各国携手抗疫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

化的天下情怀、革命文化的理想与希望，也体现出对人类未来的深

邃思考，和解决现实挑战的正确路径。 

参考文献： 

[1]李清环，张国礼.弘扬革命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发展的价值

需求[J].继续教育研究，2020(6).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

版社，2020.3. 

[3]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4. 

[4]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9-09. 

[5]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9-09. 

[6]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21. 

[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

报，2019-09-28. 

[8]李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N].光明日报，2019-02-22. 

[9]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9-09. 

【作者简介】范晨（1985.04-），女，汉族，山东省青岛市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讲师，主要研究

方向：军事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课题项目】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海军航空机务文

化建设（编号：4253131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