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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扎实推进新时代文物古籍工作

巩 文 A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 100101）

摘 要：［目的 / 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物考古工作、中国

历史典籍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与宣传中华文明等方面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当前全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

［方法 / 过程］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事迹实例，从四个方面简要评述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并考察了当前文物古籍工作开展的情况。［结果 / 结论］从数字

化平台和数据库建设、规范文物古籍保存环境、标准化研究等方面对今后推动文物古籍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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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文物古籍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

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每到一地考察调研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

仔细了解文物古籍保护、传承、利用的情况，并身体力行推动文物保护和抢救工作。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物古籍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提出了更

高要求，系统回答了关于做好文物古籍工作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文物古籍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当前，文物古籍工作者通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认

识到文物古籍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树立正确

发展理念、工作原则，确保文物工作方向不偏离、任务不落空，守正创新，加强文物研究、保护

和利用，努力开创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简介］巩文，女，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编审，研究方向为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Email：gongwen@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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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考察调研所到之处的博物馆、纪念馆、展

览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在地方考察调研时，都要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1］，很多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纪念馆也留下

了他的足迹，同时还将它们作为国家会客室，向外宾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2017 年 11 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故宫迎接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2018 年 4 月，在武汉会见来华进

行非正式会晤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共同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他也去过具有鲜明特色，

很多人不熟悉的博物馆，如内蒙古赤峰博物馆、江苏南通博物苑，以及一些专题类博物馆与纪念

馆，如广西北海合浦县汉代文化博物馆、山西平遥日昇昌票号博物馆、福建武夷山朱熹园等。另

外还包括原址保护类博物馆和大学的博物馆。

早在习近平执政福建期间，就从炸药包下抢救下一个我国南方典型的洞穴类型旧石器时代

遗址。福建省三明市万寿岩曾是一家钢铁厂的石灰岩矿基地，在这座山峰下发现三个旧石器时

代洞穴遗址，这是目前华东地区发现最早的洞穴类型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将古人类在福建生

活的历史提前至约 18.5 万年前。遗址需要保护，工厂需要开采矿山，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

盾非常突出。在此关键时刻，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于 2000 年 1 月 1 日和 1 月 25 日，先

后两次对万寿岩遗址的保护做出重要批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

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

会和后代的利益［2］”，使万寿岩遗址得到整体保护。这一批示阐明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建设

发展的关系，为文化遗产保护指明了方向。2001 年 6 月，国务院公布万寿岩遗址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06 年 10 月，三明市万寿岩遗址博物馆正式开放，目前是福建省唯一的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

近年来，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019

年 7 月 6 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次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良渚遗址得以很好保护也得益于习近平的亲自关怀。21 世纪初，良渚

遗址也处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2003 年 7 月 16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良渚遗址调研，

彼时山石裸露，尘土飞扬，满目疮痍。他说：“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

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3］”在他的关心指导下，良渚遗址保护工作日趋规

范。2004 年 6 月，他再次批示，良渚文化作为长江下游史前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在中

国文明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保护好良渚文化遗址，对于继承和弘扬文化传统、建

设文化大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2008 年 9 月 29 日，良渚博物院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10

月 31 日，习近平再次视察良渚遗址。在视察时他说，要把良渚博物院建设成为良渚文化展示普

及中心、学术研究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2016 年 6

月，四位考古学家联名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标示中华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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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明的建议。7 月 13 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

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为了良渚遗址能够完美的保护

下来，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前，习近平两次到良渚遗址考察调研，七次就保护和申遗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

万寿岩遗址和良渚遗址是习近平保护文化遗产的两个典型案列，除了这两个遗址，他还就

河北正定古城、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哈尔滨 731 遗址群、辽宁阜新“万人坑”遗址、敦煌文

化、长城保护工作等先后作出过具体指导。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物考古工作、中国历史典籍研究、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与宣传中华文明等方面先后作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

2.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与指示

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从福建到浙江，从浙江到全国，从具体遗址

的保护到历史文化与城市、区域发展的辩证关系，对各级党委和政府阐释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也是

政绩的科学理念。对于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他都有着清晰的论述。2014

年 2 月 25 日在北京考察时他说，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

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

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5］。

2016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

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

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6］

 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拆大建，反对千城一面，坚持古为今用，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历史

文脉。保护的目的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0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主

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指出，不能一律大拆大建，要注意保护好历史文化和

城市风貌，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7］。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

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8］。

习近平对文化遗产的价值给出了高度评价，强调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与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将文化遗产的价值上升到民族文化基因与文化血脉的高度，进而指出是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的重要载体。2020 年 5 月 11 日，他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

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9］。2021 年 7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第 44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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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

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10］。2022 年 1 月 27 日，习近平在山西省晋中市考察调研

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

代［11］。

习近平不仅关注到了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投注了极深的关注，在考察山西、

贵州、青海时，对非物质文化的推光漆器、苗绣、藏毯都做出了重要指示。如“一定要发扬光大

苗绣，既能继承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也能为扶贫产业、乡村振兴作出贡献［1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对坚定人民文化自信、服务社会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如何发挥文化遗产的作用方面也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2.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与文献典籍重要论述与指示

文献典籍承载着民族历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是追寻历史、理解人类昨天的

最好钥匙。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科学，认为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

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2015 年 8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第

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科学地阐释了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世界

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

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

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

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

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13］。

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再次阐述，历史

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

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

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14］。

2.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与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等重要论述与指示

习近平有着浓厚的博物馆情结，对博物馆的作用给出了高度评价，也对文博工作者提出了殷

切期望。2016 年 11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致贺信，他指出，博物馆

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 100 多年历史。近年来，中国各类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

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和免费开放、满足民众需求、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进

展。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15］。2019 年 9 月 16 日，他在河南考察时强调，革命博

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

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16］。2022 年 7 月 8 日，习近平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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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回信中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希望同志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

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17］。

2.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与中华文明重要论述与指示

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考古工作，认识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文明也离不开考古学，每一

次考古发现都会对我们的历史认知带来新的启迪。2020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他深刻阐释了考古工作的意义，他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

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

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

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

民负责［18］。

2022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

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作了更加深入地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

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他深刻

地揭示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

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19］”

进而，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的

关系也作出了深入阐述：“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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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

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

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要充

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

作用。”“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

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

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19］”

习近平不仅阐明了考古工作、历史研究与文物、文化遗产、古籍与社会大众的关系，同时对

文博工作者提出了要让文物、古籍、文化遗产活起来，要向世界各国人民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

他说：“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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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物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要为历史和考

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

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

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19］。

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普

查标准时点，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涵盖地质年代、考古学年代、中国历史学年代等，经过

普查全国可移动文物共计 108 154 907 件（套）。其中，按照普查统一标准登录文物完整信息的为

26 610 907 件 / 套（实际数量 64 073 178 件），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纸质历史档案 81 544 000

卷 / 件。珍贵文物共计 3 856 268 件，数量占比 6.02%；一般文物 24 353 746 件，数量占比

38.01%；未定级文物 35 863 164 件，数量占比 55.97%。数量最多的类别是钱币、古籍图书、档

案文书、陶器、瓷器等［20］。

1949 年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三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有些省、直

辖市、自治区进行过更多次的文物普查工作，还有一些重点地区的区域性系统调查。经过 2007

年 4 月至 2011 年 11 月 5 年的工作，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进一步廓清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

家底，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766 722 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古文化遗址类 193 282

处，古墓葬类 139 458 处，古建筑类 263 885 处，石窟寺及石刻类 24 422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类 141 449 处，其他类 4 226 处［21］。

2021 年在湖北武汉召开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上［22］，公布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古

籍保护工作取得的成就。全国古籍普查共完成 270 余万部另 1.8 万函，30 个省份基本完成汉文

普查工作，占预计汉文总量的 90％以上，共 2 861 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占预计存藏

机构总数的 96％以上。全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13 026 部珍贵古籍和 203 家

单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 个省份建立《省级珍贵古籍名

录》，收录古籍 25 476 部。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保护状况显著改善。另外，古籍修复工作

也取得重大进展，依托 12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设立国家珍贵古籍重点修复项目，古籍修

复总量超过 370 万叶。古籍家底基本摸清、古籍存藏保护条件明显改善，古籍保护工作成果

丰硕。

这些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文献档案古籍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证”与载体。

4 推动新时代文物古籍工作的思考与展望   

文物和古籍都是国家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古籍和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近年来，中央政府专门设立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大力支持文物古籍的保护

3 文物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4 推动新时代文物古籍工作的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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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 2022 年文物保护资金为例，中央财政陆续下达 2022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63.83 亿元、

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 34.4 亿元［23］。在文物维修保护、文物安防、考古、可移动文物

保护，以及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助力全国文博事业发展。

2008 年以来，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

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在 2022 年“5·18”国际博物馆

日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了 2021 年度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2021 年备

案博物馆总数达 6 183 家，排名全球前列。5 605 家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占比达 90% 以上［24］。

至 2021 年，全国累计发布古籍资源达 7.4 万部 ( 件 )，有宋元善本、明清古籍，也有贴近地方社

会文化生活的方志、家谱等特色资源［25］，以及藏文和中医药古籍善本资源。古籍文种和资源类

型不断地得到扩展，为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开展利用与研究提供更为充足的资源与更为便捷的方

式。这些工作都是文物古籍工作者多少年来孜孜以求，不懈努力的结果。

在数字化技术、信息化技术跨越式发展的今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为传统的文物古籍工作实

现高效管理、充分发挥效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文物古籍工作者任重道远，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

共同努力。主要表现在：

其一，加快建设国家文物古籍大数据库，建立国家文物古籍动态管理的大数据平台。数字化

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迅速地向万物可联的智能化社会转化，各行各业都在加速进行数字

化转型，推动数字化建设。文物管理部门也应在全国古籍普查、可移动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普查的基础上，充分整合数据资源，加快建设大数据平台，逐步将所有文物古籍纳入统一管理，

实现对文物古籍的有效监管和科学化利用。

其二，推广文物古籍库房的国家规范与标准，推进文物古籍库房标准化建设。文物古籍都

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们很多经历了成千上万年岁月的洗礼，不

少是考古出土物，材质多样，状态各异，对保存环境的要求各有不同。因此有必要加强文物古

籍保存环境的国家指导与监管，推广不同材质文物古籍库房的国家规范与标准，稳步推进全国

文物古籍库房的温湿度技术、防火防洪设备、安全保卫设施等硬件设施与软件条件的标准化

建设。

其三，加强文物古籍管理与保护的标准化研究。文物古籍的收藏管理部门从县区级到国家

级，从文物文化部门到各行业，以及高校、宗教事务部门，涉及面极其广泛，数量也极其庞大，

从收藏、保管到利用，缺乏统一的标准，致使保护管理与利用参差不齐。因此建议加强文物古籍

工作各个环节的标准化研究，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与推动全国性指导

意见的形成与实施。

其四，建立文物古籍借用巡展的有效机制。通过有效机制，使文物古籍在符合文物保护条

件的情况下更多地流动起来，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图书馆不必纠结于馆藏数量和

藏品等级，以创意引领展览展示，在展品上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以短期借展真品，长期数字

化展示的方式让库房里的文物更多地有机会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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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以思想为引领，创意为引导，让文物古籍及其承载的文化艺术技艺融于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近年来，文创发展迅速，但是基本都囿于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图书馆以各自馆藏

开发相应的旅游纪念品，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文物古籍工作者应以自身所长、研究所能深入挖

掘文物古籍所蕴含的文化艺术、技艺价值，更多地向社会输出思想和创意，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

化滋养，使文物古籍润物细无声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地使文物古籍活起来，在发

展中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做好文物古籍工作，还有很多领域需要探索，作为新时代的文物古籍工作者，有责任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努力诠释“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延续历史文脉，展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历史基因，坚定文化自信；有责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作用，正确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

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在扩充历

史知识、涵养道德情操中，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同时，有责任进行有效的文化对外推广，助力国家对外文化战略，丰富文化交流维度。向国际

社会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让世界更加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了解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文明对

世界各国人民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站在两个百年之交的历史方位上，新的时代开启新

的征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文物古籍工作者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要

扎实推进文物古籍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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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Instructions and Solidly Promoting the Work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Gong Wen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issu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and instruc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of cultural relics,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ublic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current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to study, implement research and explain 

the important speeche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reviews general 

secretary’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from four aspects by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expositions and deed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en inspect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ncient books. ［Result/conclus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digital platform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standard preserving environment building for 

cultural relics and ancient books, and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work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ultural relics; Ancient book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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