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

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

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

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

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

主。”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

一部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精神上

独立自主的历史。这种独立自主的

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

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党和人

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保证。

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探索

追求

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在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

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从此就有了主心

骨。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建党过

程中，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独立思考中国的前途命

运，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

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

当家作主从梦想变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辛探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

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提

出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

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探

索过程中，形成抗美援朝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

等一系列宝贵精神财富，改变了国

家和人民的精神面貌。从新中国成

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完成社会主义

革命，中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

的工业化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

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

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

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

线，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提

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

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

取，形成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

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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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宝贵精

神财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

价值追求。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

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

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

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

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

跃，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从

新的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

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

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

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

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坚持中国道路推进精神上的

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

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

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

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

来的，是传承中华文明、符合中国国

情的正确道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

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自信自立，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进一

步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

国。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果证

明，中国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

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

史，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的中华文明强有力地诠释着我

们实现精神独立必须要走自己的

路、也一定能走自己的路。要加大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

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

设好国家文化公园，使精神独立有

源流；要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国

史学优良传统，全面系统总结、整

理、继承历代先贤留给我们的丰厚

而优秀的史学遗产，运用唯物史观

的观点方法，对其作出马克思主义

阐释，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提

炼新时代的精神意蕴，从而在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实现精

神上的独立自主。

立足伟大实践，开创伟大事

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中

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

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才能更好

地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新中

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

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

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

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

化。继续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不仅要继续回答好“什

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还

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制度建设和实现途径，更要在

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强化现代化

建设人才支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等方面形成全方位互联互通

的有机整体，在伟大实践中开创伟

大事业，在伟大实践和伟大事业中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永葆中国

精神的生机与活力。

坚持兼收并蓄，推进守正创

新。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

个方面特性。这既是实现精神独立

的文化根基，也是实现精神独立的

重要条件。因此，要进一步深化人

类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价值互认，

促进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

相互启迪，探索出一条和而不同、美

美与共的精神独立之路，推动中国

精神更好地与时俱进，以包罗万象、

海纳百川的胸怀开创出敬畏历史、

符合时代要求的独立精神；唯有守

正才能创新，要推进党的创新理论

的持续学习、推进党史新中国史学

习的持续开展，推进中华文化的传

承、中国精神的传颂、中国价值的传

播，以保证守正创新的正确导向，进

而在兼收并蓄和守正创新中实现精

神上的独立自主。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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