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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与文艺的相互作用
◆路 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深刻阐述

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即突出的连续性、突

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

的和平性。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新时代党不断深

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党的文化建设思想

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其重要内涵包括了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建设文化强国的内涵

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更加明确，中华

文化的主体性更加突出，中华文明蕴含的中国经

验、中国理论独特而宝贵。同时，也更加明确了文

艺所置身的中华文明历史与当下的壮阔背景。中

华文明是中国人民生活实践的物化体现，它既是

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既是人民的，也是民族的；既

是社会的，也是自然山川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

实的，与文艺的发生发展紧密相连，生生不息。它

的突出特征反映了中华文明与文艺的源泉血脉、

发展动力的紧密关系，始终促进文艺的吸收融合、

开放创新，也造就了文艺的社会作用、方向理想，

始终激励文艺统一于祖国和人类的共同价值。在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与文艺的联系互动中认识文

艺的发展、作用，文艺与文明的相互影响，对文艺

视野和现代文明建设都是积极的拓展。

一、中国文艺的发生发展、变化提升始终与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息息相关

文艺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类文明的推动

和需求，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世代延续的物质文

明、社会文明和思想文化的创造总和。物质、文化

和社会的文明又是相互融合的，物质里有文化，

文化里有物质，长城、故宫、丝绸、陶瓷的建造生

产里都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和规制，中国特有的丝

竹音乐、书法、水墨、壁画、诗歌等艺术创作都要

依托特有的物质材料，物质是艺术的媒介，社会

文明的道德、礼仪、制度也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

联系。从物质文化联系的整体视角认识和继承发

展中华文明，才能确保其连续性的完整全面。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历史与现实、实践创造

与理论创新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近百年出现的

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

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实践发展，

中国文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也产生

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创造发展。中国

传统文化的博大学说、中国现代文化的丰富创

造，都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构成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

时代性、主流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坚持这种连续

性，无疑要更重视文化的时代发展性、文化在当

下的进步性，并且坚持多样性中的统一。

中华文明又是全中华民族的共同创造，是多

民族的物质文化财富和资源。多民族的文化创造

和中原文化的历史悠久与进步，从一开始就决定

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

004



经纬线

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壮美和优美、辽阔和精微。多

民族的文化创造构成中华文明的多元统一、融合

凝聚，而且成为世界多样性中独特的文化样式，也

带来现代化发展中更多样的范式，民族性和世界

性、现代性更丰富的连接，以及文艺创作中更多

样的形式。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中华文明的

连续性也是民族文化与现代性联系的过程。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最核心的是民族精神的继

承发展。每一时代的民族精神都有新的时代内涵，

民族精神向中国精神的发展，是一种从千年自强不

息到当代民族复兴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

化发展，是对中华文明连续性核心内涵的继承。

文艺所坚持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一定是广

泛的、多样的和现代性的文明连续性，包括了物

质、社会、文化的全面文明，也包括了文化的多样

性，是多民族、多样态、多形式、多风格的体现，特

别是表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发展，比如物质

生产中宝贵的中国精神、深厚的人的内容，劳动

者的情感、智慧等人的内心参与。电影《守岛人》

中主人公 32年的艰苦守岛折射了海上经济繁荣

背后普通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倾力付出，不负国家

托付的忠诚精神。《隐入尘烟》中的夫妻劳作建房

浸透了说不尽的生活辛酸。文艺在表现物质文明

的成就光彩，汲取物质文明的视觉触动时，一定

要重视其中人的因素，人的内心与情感。物质文

明不是单纯孤立的，而是包括了建筑中体现的风

情，人与自然的和谐，舒适与天然的统一等等。坚

持广泛和多样，连续性才有全面保障。对文艺而

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就是文艺的源流血脉。

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体现了鲜明的社

会功能，即文明创造的首要作用是对人类、社会

和世界的价值意义

统一性表现了中华文明在建设中华民族共

同体中的巨大作用。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

多民族统一体，汉族本身也经历过不同的民族融

合，共同的地域、市场、货币、文字成为多元统一

的基础，不断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促进了多元

统一的发展。而统一性的核心是爱国爱家精神。

从古至今，爱国主义始终是培育和凝聚中华儿女

的中华文明崇高精神；同时，在历代官方和主流

思想中又贯穿了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爱祖国和爱

人民、爱家园始终统一在一起。孟子说：“民为本，

君为轻，社稷次之”，这成为许多开明君主的治国

思想资源。《尚书》说得更深刻：“民为邦本，本固

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稳定了，国家才

安宁，也是最早把爱国与爱民统一起来的思想。

从屈原到李白、杜甫、白居易，以至无数为民族解

放而奋斗牺牲的志士仁人，他们的忧国之心都与

忧民情怀连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实践和理

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更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以

人民为中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完整

统一在一起。有史以来，这种爱国爱民相统一的

精神文化在中国文艺中有大量艺术反映，产生过

诸如《离骚》、“三吏”、“三别”等众多令人难忘的

经典名作。在表现和发展中华文明中，文艺应该

更重视描写与祖国和人民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对生活的反映才能更全面深

入，给人启迪，歌颂美好，直面矛盾，也批评丑恶，

才容易从内心凝聚人们于爱国主义的统一性中。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另一突出特征，并反映另

一重大社会功能，即中华文明对社会和谐、世界发

展的贡献。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礼之用，和

为贵”（《论语》），“用”即是文明的功能，“和”则是

这种功能的指向、内容，完整说明了秩序文明的和

平内涵，以及它对调节身份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

目的意义。“和”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典籍中有大量

体现，主要体现的是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根本

性哲学思考。如“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强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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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关系的别样而统一；还有至今已成为民谚的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体现

“和”对于人类成功的决定性意义。“和”的内涵不

是不斗、不仇、不对立，不是人的简单相加，而是包

含了人的情感态度，因而是有机的融合组合，使不

同关系在一起产生更大更好的效应；不仅调节人

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深深影响了对人与自然的关

系的处理。汉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都十分重视天

人合一，生命中物质与心灵的平衡调整，都得益于

此。中华文明和平性特征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对中

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平发展、社会和谐发挥了深

入人心的潜在作用，同时也表现出全人类共同价

值的特点。从它的原生本义到现代发展，和平共

处、和合共生，都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三、中华文明的生命活力在于其持续的包

容性和创新性

五千年来，中华文明的长河奔流不息，历史沿

途不断融入多样文化、外来文化，拓展出新的创造

发展。文化出新总是与包容性联系在一起，这种

包容首先来源于民族融合生存的社会基础，生活

融合带来文明融合。魏晋时期出现南北民族大融

合，带来了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大量吸

收，生产文明、文化艺术因此而繁荣；同时佛教传

入，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堪称深远的

文化融合，由佛教文化带来石窟艺术、音乐艺术、

诗论创新的文艺大繁荣，刘勰、皎然、司空图、严羽

等人深度融合佛理的文艺批评名作纷纷产生。佛

教在儒学作为社会和文化主流的中国古代长期扎

根，并对社会治理和艺术创作发挥重大作用，充分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这种包容的内涵是中

华文明对有利于社会生活的文化的尊重。包容性

也来自中华文明自身的丰富创造力。古代思想文

化和文学艺术虽渐成以儒家精神为正统，但道家、

法家等思想学派因其独到的创造性而成为儒家

的参照，儒道互补在古代文化中也是一个主要趋

势，这在古代文艺发展中表现极为明显。儒家追

求的文艺经国济世精神，道家对精神自由和文艺

内部规律的精妙发掘，是对文艺家和文艺创作同

样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老庄、《周易》等文化学

说独辟蹊径的独创性和对人的世界的探索覆盖，

是它们长期存世于中华文明的主要原因，而人们

永远对单一文化的不满足，对文化多样性的天然

渴望，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广泛社会基础。

文化创新总与社会变革相关。魏晋时期的哲

学思想活跃，文学艺术新变，发端于对两汉独尊

儒术的变革。元代的统一与民族融合也是一次社

会转折，带来新的文学形式———元曲的兴盛。明

中叶，沿海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成长，带来文

学形式又一次大的转变，以戏曲和小说为代表的

叙事文学从艺术末流成为主要的艺术形式，小说

理论出现了以金圣叹评点为代表的第一个高潮，

《牡丹亭》《红楼梦》等戏曲、小说和小说理论共同

构成中国文艺走向现代的开始。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当下，中国发展在文化上也正在面临理论

创新、艺术创新的机遇，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对

中国文化主体性、创造性的提升有极大的促进。

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创新同样与社会

机制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创新首先是对原

有体制机制的一种突破。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

协议，深圳现代化的崛起，阿里巴巴、腾讯、京东

等大批 IT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都是在对计划体

制的突破中形成的。民间自由形态中的人民实践

有着无限的创造活力，只要有法治健全的环境，

就能不断释放新的好的创造。歌曲《罗刹海市》的

爆火，就是新媒体环境下创作者与大众的合力创

造，是痛彻的的生活感受与文化艺术积累、古典

文学和民间音乐曲艺的化用创造、美刺褒贬和诙

谐愤书的警世风格、歌曲的民间性和新媒体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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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性、自媒体共鸣传播的指数级裂变效应共同

创造的文艺现象，是创作自由机制与诗言志传统

的结合，典型地反映了文艺创造力与环境机制的

鱼水关系，社会主义本身始终具有多样的经济文

化生产形式，水美鱼肥，至纯无鱼。

四、重视、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不仅是

解释，更重要的是发展，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艺有着独特

的作用

文艺表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作用，首先在

于它要表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百年来，伴随中国

式现代化的发生，文艺的人民性逐步全面体现，而

要坚持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人民性

的精神仍然要不断深化和扩大，包括提升艺术质

量、扩大文艺表现范围，特别是要把更普遍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表现于创作之中。这种共同价值

与文艺有天然的紧密联系，文艺的核心价值在提

升人的精神世界，常常与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相

关，中国古代文学从“诗言志”开始，一直到近现

代的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两千多年，千姿百

态，始终不失追求正义的传统，更多地、艺术地表

现这种价值，才能更好地体现文艺的人民性，体现

中国特色和世界性的统一。

文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要代表世界

先进的物质文化。古代中国的发展总是体现着物

质文化综合水平的融合统一，技术、财富、文化的

文明水平形成中华民族对内对外的吸引力。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

济是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说：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

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史实，人

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

学、艺术、宗教等等”（《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文艺也需要正确处理好物质和精神文化关系的

基本问题，用文艺对社会的反映、激励和熏陶作

用，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物质文明水平发

挥力量。物质生产、市场经济中的文化水平，包含

了科学、技艺、法治、人的情感、责任和心意，很多

世界大企业家的经营思想都贯穿了文化的因素，

文化增强了经济中的法治、公益、公平等精神内

涵。

同时，文艺要表现出更多的艺术价值、文化

内涵和精神高度，促进人们对精神财富的追求。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是

一个重要指标，包括理想追求、道德文明、审美素

养等，不是对精神财富物化的占有，而是人的内

心世界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更多的精神远见和

深见。文艺在这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要

用好作品帮助人们认识什么是美善，什么是丑

恶，什么是真美，什么是假美，要用真情动人的创

作增加文艺对美的公信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艺应该充分表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创造。文艺是社会存在的反

映，艺术地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经济文化，是题中

应有之意。这种反映不是简单的、宏大的观念，而

是要描写一个个生动独特的人，写出人的精神、现

代性的精神，包括科学精神、法治精神、艺术精

神。用人的故事写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创造和

对世界的贡献，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创造，

也包括文艺自身的现代化发展，以现代化的物质

文化为媒介的文艺发展。也用文艺的独特艺术视

角、艺术方式表现时代的现代化发展，这种表现

必须是多样性的表现，多样性始终是现代性、现代

文明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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