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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文 化 是 独 特 战 略 资 源
—— 《习近平时代》 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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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危机让物质财富犹如沙上之塔

　　习近平的儒生气质，最直接的表现是善于立言：为追思焦裕禄而填词，为表达拥军情义

而作七律，勤奋地写下大量反映个人思考的专栏著述，甚至还有“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意的

语言写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

　　从他的个人经历、执政风格到文章思想，修齐治平、三不朽、“横渠四句”等儒家经典

的使命追求，处处可见。

　　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家，像习近平这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人类共有精神财富的

坐标系中，指出其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

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是不多见的。更重要的是，他并未止步于文化态度上的

致敬，在其执政实践中更是自觉地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对接，在中

国梦以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根”与“魂”。

　　习近平也讲“扬弃”，但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文化更进一步说儒家文化，对于他而言并

不是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通过现代化创造，焕发强大能量、推动民族复兴

的独特“战略资源”。

　　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选择传统文化作为战略资源，风险并不

小。

　　一个日益强烈的共识是，中国社会正面临文化危机，文化内涵的空洞化，让迅速积累的

物质财富犹如沙上之塔，越高越重，越容易崩塌。中华民族正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民族

文化身份。而这种危机的根由，远可溯及鸦片战争击碎天朝的自洽幻景，近可论至改革开放

后西方价值观对人民信仰的冲击。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剧热播宫廷斗争、尔虞我诈，官场、谍战、职场、家斗也是常演不

衰的题材，折射着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的现实，显规则被弃置一

旁，“潜规则”却大行其道；圈子盛行，彼此谋利，参与其中的人都希求在制度之外找到获

取资源的渠道；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被仰慕推崇，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瘦肉精频频出

现，更可怕的是不少人正逐渐对此见怪不怪、麻木不仁；山寨文化几乎成为“中国标签”，

各个领域仿冒成风，这些人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能赚快钱就是英雄；盲目从众事件时有

发生，理性的思考和表达却少有人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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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似乎让人们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各种“文化明

星”名利双收，汉服、唐装招摇过市，大典、仪仗隆重登场。但很快就有人批评这种热潮浅

薄片面，只求功利实用。当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大多局限于“中国结”“功

夫”“舌尖”等符号化的平面维度上，在信仰的高度上，在求善求美的高度上，却少有耐得

住寂寞的关注与追求。

　　政治学者郑永年曾评论说，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既不了解西方，更不了解中国，就是

拿着一些工具性的东西在那叫嚷”。还有学者举出土耳其舍弃伊斯兰文明却又难以被西方文

明认可的文化困境，援引亨廷顿的观点警示人们：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又无

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文明上、精神上

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

　　这就是习近平这一代中国领导者面临的严峻现实。特别是在新世纪之后，面向“民族复

兴”的目标，文化重建的呼声更为强烈。

　　唤醒传统文化之魅，又赋予其现代化之魂

　　传统文化被视作救世良方，但从另一面看，有“国学热”一地鸡毛的前车之鉴，如何从

儒家文化中汲取文化重建的正能量，亦是严峻挑战。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圆融、自足，是一个“超循环”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

蔓延打破了这种“超循环”，进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抵御帝国主义挟持着达尔文主义和丛

林规则的侵略。在这种境况下，传统文化被救亡图存时期的主流知识分子抛弃，而其后的文

化封闭又让断裂的传统文化缺乏更新的机会。

　　著名学者杜维明曾撰文说：“过去我们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们把官员贪污腐

败、民众贫穷愚钝、新旧极权主义、错过了工业革命、没能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社会、不完善

的市场经济，等等，都归结于传统之恶劣。我们拿几千年积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欧美文化中的

优质部分作比较，把责任归结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伦理身上，这显然有失公

允。”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也说，在对待孔子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形成明显的

两极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不少人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腐朽，强化和放

大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于是在20世纪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形成了一个“反传

统的传统”，似乎中华民族要摆脱苦难就必须摒弃传统文化。

　　习近平面对的难题是，不能使中国成为文化的流浪儿、精神的乞食者，因此必须唤醒中

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同时又赋予其现代化的灵魂。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优秀传统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同时他也强

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

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思想库。

　　他举出了可以古为今用的15种优秀古代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

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集

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

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安不忘危、

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

　　杜维明认为，21世纪的中国更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他的期待是，儒学要面向整个

世界——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识发端，经历数百年成为中原文明的核

心、中国文化的主流；第二期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未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要真正

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而这就要看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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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以来的‘启蒙心态’作出回应，并进而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这恐怕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者的期待，也是中国成为大国的文化使命与必然路径。

　　中国梦不是空想，因为“其梦有根”

　　习近平善于援引中国传统经典的表达特点广为人知，人民日报社专门编写了26万字的

《习近平用典》一书，搜集了过去27年间习近平所有著述及重要讲话中使用频率高、能体现

其治国理政理念的135则典故，每一则都以“三条微博”的文字量详细解读。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谈及编纂这本书的缘起时说，习近平用典，“常常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不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鲜活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不仅是在表述中用典，习近平更是在治国理政的框架构设中，将传统文化精华作为重要

思想源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他提出的“中国梦”这一重要概念，正是以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为基础的。

　　中国梦首先根植于“中国特色”。从习近平在各个场合一系列阐述可知，外界与其关

注“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如将之视作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当代中国结合的产物。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做到“四个讲清

楚”：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

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

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

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这种思路，瞬间拉长了“中国特色”的时间之轴，并将之接入深邃的中国文化之池。

　　不仅如此。2000多年前，孔子在竹简上写下“君子和而不同”。2000多年后，习近平向

全世界给出中国梦的解释：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同时他也延续“和而不

同”精神，将中国梦与各国各民族之梦对接。

　　有学者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相比较，视之为一种“后发的、复兴的、彰显

包容精神的新文明模式”。

　　更有研究者认为，人类正面临“三大矛盾的加剧”：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人与自

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人的各种功能、需求之间越来越不平衡，人日益成为“单向

度”的消费机器。而中国梦将不仅使占整个世界人口１/５的中国人安居乐业、富裕幸福，更

重要的是在于它将为人类文明走出困境开辟出一条新路，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中国梦’不会满足于‘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中国梦’不是关门做自

己的‘小梦’，而是做‘开放、包容、共赢、合作’的‘大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固有根本。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

层的力量，就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

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

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

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倡导覆盖全社会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中国各地街头的宣传栏上处处可见。

　　在习近平看来，无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或是制度自信，最根本是文化自信，“要从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特创

造、价值理念梳理清晰，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他用诗意的语言要求重整民族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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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在党内全面系统地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

　　习近平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视与汲取，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人们发现，他强调的生态文明、以民为本、依法治国、解放思想、重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等治国理念，都可以上溯至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北京大学一位学者撰文分析了习近平治国理念在历史、典籍中的渊源。

　　比如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相接。老子思想是

人类社会最早的可持续发展观，同时也倡导个人生活要自然而然，以朴素为美，以简约为

美。

　　比如以民为本。习近平曾在“之江新语”专栏连写三篇文章谈“为民办实事”，并援引

《孟子》中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中共十八大后，中

央决策部署中以民为本的基调更为突出。而这些都可以在道家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找到丰富

的资源。

　　比如依法治国，可追溯至法家的法治思想，如商鞅的以法治国、刑无等级、法官独立、

法治而不是权治、法大而不是权大、统治者和官员必须首先守法等。习近平也曾引用法家经

典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限政府”的思想，习近平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时就已提出。

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他又多次引用老子的思想，如“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还曾向浙

江的专家学者请教如何理解道家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些都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相

通。

　　事实上，《老子》一书据称是世界上被翻译成外国文本最多的著作，其“我无为而民自

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思想，被一些西方思想家认为

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之源。

　　再如外交理念，习近平将儒家的和为贵、考虑他者利益等观念用于中国的对外政策中，

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尤其是在国家利益上，更是直接引用中华历史文化

精华中的“义利观”，提出了新的国家利益观。

　　习近平对外部世界宣讲最多的理念之一就是“和平”，并经常会以儒家思想作为论据支

持。比如“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国虽大，好战必

亡”等，告诉世界这些“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执政理念的重要源泉，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必不可少。

　　有学者分析，习近平首次在中共党内全面系统地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此作为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

　　2015年6月，国家行政学院编辑出版了首套共11册的领导干部国学教材，包含修身之道、

处世之道、用人之道、治兵之道、廉政之道、执法之道、天人之道等，计划在全国行政学院

系统对现任各级行政干部进行传统文化轮训。

　　早在2008年，习近平刚刚就任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就在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提出：“各

级领导干部都应当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断提高慎权、慎

独、慎微、慎友的自觉性。”

　　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他也说到，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

位，都应该读点历史。

　　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家风”“家庭熏陶”。2015年春节前，他在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

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

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习近平在这个全球华人最重要的传统佳节前讲这番话，虽言辞温和，但震撼力极强。有

媒体评价说，这是“把每个人的‘小家’提到和国、天下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建立“健康

而强大的价值观”的勉励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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