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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担起文化使命
——全市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
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刻认识，必将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各个层面发挥
巨大的推动力量。

昨天上午，全市社科界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召开。六位
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方向和工作实
践，交流分享了学习体会。大家纷纷
表示，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
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重大意
义，积极主动研究、阐释、挖掘地域特
色文化，有感有效地助力厦门建设文
化强市。本版摘编座谈会发言，以飨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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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闽南文化的解读和阐释
●陈耕（厦门市闽南文化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立足文化传统 弘扬核心价值
●陈英涛（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挥厦门优势 挖掘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薛秀军（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发挥高校阵地作用 担当文化传承使命
●王玉珏（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凸显鼓浪屿历史文化独特价值
●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二级教授）

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重大意义
●王刚（中共厦门市委党校科研与决策咨询处处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
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详细
论述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和丰富内涵。我们要深刻领会这
一重要创新观点，不断赓续历史文
脉，谱写当代华章。

“第二个结合”是重大创新

具有新高度。“第二个结合”是
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
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
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
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
到了新高度；丰富新内涵。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阐述了“第二个结合”
更为具体丰富的新内涵：“结合”的
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
彼此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
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
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些重要
论述系统全面揭示了“第二个结
合”的丰富内涵，是我们领会和践
行“两个结合”的理论指导、基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指明新任务。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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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定文化自信、担
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坚持自信自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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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守正创新。在理论创新
和文化创新中，我们要用马克思主
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
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
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
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
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
登新的思想高峰。

坚持问题导向。要在解决人
类社会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之中，
在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
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
新的重大课题之中，去借鉴运用传
统智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学习研究。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把学习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
己的政治责任，努力提升优秀传统
文化素养，真正成为懂文化的干
部，持续深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创新。

鼓浪屿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
要在彰显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方面做文章，
要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下功夫。

展示独特和突出地位

鼓浪屿历史文化的独特价值或
许是在清朝乃至民国中国整体沦丧
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者们的文化努
力和经济努力的结晶。我们需要在
阐释鼓浪屿中西文化中中华文化的
主体性，需要揭示文明交流中碰撞
融合的真实场景，典型案例与后续
影响，其中有开眼看世界，借鉴吸收
西方先进文化的作为，也有人类共
同价值观的实现，如和谐、大同状态
的部分实现，尤其是对艺术境界的
推崇，对生命的关爱、对死者的尊重
和对爱情的憧憬等等，凡名人故居、
医院学校遗址、教堂寺庙遗址及其
他各类公共建筑遗址包括红色革命
遗址都应该得到系统完整的清点和
合理合情的阐述。

呈现更多丰富细节

我们不应把鼓浪屿建构为一
个完美的神话世界，不能只讲和

谐、和平的一面，也可以揭示冲突
乃至对抗的内容，还可以适当反映
名人人生中经历的心灵煎熬，如在
儒学与基督教之间、在学术与文艺
之间、在为商贾或为官员之间，人
生路径多元化的背后是时代演进
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它们会影响到
家庭婚姻走出国门与留守家园的
选择，开发利用更多名人故居，呈
现更丰富多面的人物形象，当是今
后建设鼓浪屿世界遗产的应有之
义。鼓浪屿留下了丰富的建筑、墓
地、教堂、庙宇、石刻、契约、侨批及

其他文字如族谱、传记、实物资料
如艺术收藏、生活用品等都值得潜
心收集，将鼓浪屿的历史、过去人
们生活的场景进行更加接地气的
呈现。

兼顾保护与活化

应力争将 20 世纪 20-30 年代
鼓浪屿上的人们的社区建设、公
共服务、高雅生活形态彰显出来，
给当下的人们以某些引领。这里
适合安顿文化名流、商界精英、社
会贤达，使其达到一定规模，同时
也应配置其他相应的阶层，形成
有机性的活态社会。活化利用不
应只考虑一时的经济效益，而应
该是持续的细水长流的，构建桃
花源式的微社区是实现遗产活化
的应有之义。有的是家族式的世
代传承，向社会和游客展示大背
景与个人升沉之间的悲喜剧，有
的是中西方人士如传教士、使节、
海关官员乃至体育世家、音乐世
家、实业界大亨、白领蓝领职员直
至人力车夫、街头艺人的生活展
现，最大限度呈现一个更具人生
百态的鼓浪屿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
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且，
强调这些突出特性主要表现为突
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与和平性。事实上，正是这些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中国式
现代化的文明根基，直接影响和塑
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今天，深入挖
掘和更好彰显弘扬具有厦门特色
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更好谱写率先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厦门篇章，无疑具
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把握“五个突出特性”
和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关联

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只能
在自身文明根基上去探索和形塑适
合自身的融通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式
现代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
性，在激烈的碰撞与对话中能及时
赓续和创新自身文明发展的动力、
样态、核心价值观与根本取向。突
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

不会走西方现代文明所渲染和虚设
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
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正是在
与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
中，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孕育生成并
不断探索发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
然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展现厦门特色文化价值
厦门作为具有鲜明中华文明

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的代表，作为
连接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的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作为
最早面对和接触西方现代文明冲
击和挑战的五口通商口岸，作为改
革开放重要试验田的经济特区，充
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与现代、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贯
通，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多
元文明的和平、平等的交流对话、
包容互鉴，充分彰显了在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框架内不同文化的和谐
共存、交融共生，同时，也充分彰显
了在中华文化共同血脉维系滋养
中的海峡两岸的命运与共、心向统
一。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的新征程中，对这些具有厦门
特色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进行深
入挖掘、整合、凝练、提升、展示与
传播，对于厦门在构建中华文明基
本底蕴与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相融
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做出表率、贡
献力量，无疑具有突出的文化意
义，必然能发挥出独特且持续有力
的价值引领、支撑、驱动的作用。

作为高校工作者，我们要深刻
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
发展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发挥高
校阵地作用，担当起文化传承的使
命，为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凝心聚魂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创新性、统
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方面，
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
特性。我们要准确把握五个突出
特性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充分
发挥高校在传承传统文化、发展先
进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在方法
论的学习上，我们要牢牢把握“两
个结合”这一重要的方法论，将其
作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科学规律的
重要法宝，学以致用，在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贡献应
有的力量。

将中华文化传承
贯穿教育全过程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
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与

高校所追求的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具
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要把推动中
华文化传承贯穿高校教育全过程，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方面，
要认识到文化传承工作为高校开展
教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
源，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只有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学生才能够更好地了解自
己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增强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另一方

面，应秉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理
念，构建新时代课程体系，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借助“大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开
展，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园
文化活动，教育引导学生正确把握
中华文化。

做好理论阐释与文化传承

高校不仅承担着教书育人的
功能，也是一个国家的“思想的摇
篮”，高校工作者应立足高校特色
优势，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做好理论阐释与文化传
承工作。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的重要
论述对高校工作者的研究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工作者应立
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
实践，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坚定
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以更加
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担当使命、
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助力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农耕文
明为底色。在交通资讯均不发达
的农耕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
够塑造几千年来中国人日用而不
自觉的传统价值观，并熔铸成为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独特的
教化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贯彻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三落”“四
化”的重要指示，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为大众日用而不自觉的
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
教化模式尤为值得借鉴。

“道在人伦日用中”

这是传统价值观“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的根本所在。中国古人认
为培养健全人格应从娃娃抓起，让
儿童从“洒扫应对”这些粗事小事
末事的躬行践履中逐步培养成为

“圣贤坯模”。古代圣贤关于“洒扫
应对”的接续论述绝非空谈，不仅
饱含着对劳动教育以及劳动价值
的深邃思考，更重要的是它聚焦人
的发展的核心，与今天的“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的理念相契合，
它教育引导青少年要热爱劳动尊
重劳动，与时下提倡的“幸福是奋

斗出来的”观念相一致。这些理念
仍值得学习借鉴。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这是传统价值观“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的基本路径。中国古人十
分重视“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教
化功能，认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
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大力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
要重视礼仪在治国理政、修身成人
方面的重要功能。要按照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
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
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
活的基本遵循。要有计划地建立
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
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
等，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
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
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
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爱子，教之以义方”

重视家庭家教家风，这是传统
价值观弦歌不辍的主要渠道。依
靠家教家风家训，尊老爱幼、妻贤
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
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理、遵纪守
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
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
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成为支撑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
精神力量，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
神财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家庭教育仍然是最重要
的教化方式。必须发挥家庭是人
生的第一课堂的育人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
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建
立在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深
入学习基础上，尤其要注重对脚下
这片土地的文化解读和阐释。从
厦门的情况看，这块工作还有待提
升。让厦门市民更加了解本地文
化，让外来人了解闽南文化，应当
成为我们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由中华农耕文明、游
牧文明和海洋文明融会而成，闽南
文化是中华海洋文明的典型代
表。闽南原住的古百越先民，是走
向海洋的先驱者。从西晋末年起，
中原汉族有三次大规模移民闽南，
开始了与闽南原住民的交流融合，
并在五代至宋初的百年间形成了
闽南民系以及海陆交融的闽南文
化。闽南文化随着闽南人过台湾、
下南洋、走四方，传播到东南亚和
海外其他地区，并深刻影响潮汕、

海南、雷州半岛、浙南、赣东等地的
文化。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一
大贡献，就是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具
有闽南特色的开放包容的海洋精
神。这种精神包含着通洋裕国富
民的进取意识，以及海纳百川的气
度、放眼四海的胸怀、爱拼敢赢的
气魄、尊天敬祖的传统，是中华海
洋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闽南文化为特区文化创新
提供强力支撑

闽南文化发源于闽南地区，自

秦统一中国在福建设置闽中郡始，
闽南开启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
流融合。两千多年来，经过一代代
闽南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兼收并蓄
阿拉伯文化、南洋文化、西方文化等
外来文化，孕育发展成为具有地方
特色、鲜明风格和丰富内涵的区域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厦门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要求，博采众长、广纳建
议制定的《厦门经济特区闽南文化
保护发展办法》，已于2020年6月1
日起施行，彰显了厦门对闽南文化
进行科学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决心。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厦门，
兼具闽南文化底蕴与特区精神叠
加优势，理应在丰富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作出创新，展现更大作
为。我们要通过深入研究，厘清闽
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阐
明厦门经济特区精神的独特创造、
价值理念，全方位强化闽南文化的
活态传承与保护，在中华传统文化
壮丽史诗中继续谱写闽南文化精
彩篇章。

（按发言顺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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