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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2023 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作出重要论述。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是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方法 / 过程］本文从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时代意义、考古学

的学术价值入手，来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结果 / 结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我们的根基和身份认同，是审美艺术的表达，是塑造公民素质的重要力量，是科学创新的参考和启

示，是跨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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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

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

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1］。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历史研究院

中国考古博物馆考察，是为“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而进行的专题考察。作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感到无上的荣耀与自豪。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更好地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本文从建设中国国家版

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时代意义、考古学的学术价值入手，尝试从不同角度论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

1 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与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时代意义   

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作为国家级机

构，其承担着文化保护、历史研究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职责，对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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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与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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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是中国共

产党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举措。作为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其承载

着保存、传承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中国国家版本馆集合了图书馆、博物馆等多

种功能，呈现“一总三分”馆藏格局，以北京的“文瀚阁”为中央总馆，西安“文济阁”、杭州

“文润阁”、广州“文沁阁”为分馆，分布在我国的东西南北，成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重要

基地。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表达，也将成为未来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

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强调，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文明大国建设

的基础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2］。

中国历史研究院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于 2019 年 1 月成立的历史研究机构。中

国历史研究院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历史研究的统筹指导机构，中国历史研究院负责制定新

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组织实施国家史学重大学术项目，通过深入系统地探索与研究中国历史

的各个方面，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与创新，为国家发展提供丰富

的历史经验和智慧，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建设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国

家版本馆作为国家版本资源的总库，能够系统地保藏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为后代提供学

习和研究的资源。通过对版本资源的整理、研究和展示，可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知，激

发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创新与融合，推动中华文化与当代社会

的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有助于深入研究中

国历史，挖掘历史的智慧和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开

展重大学术项目和研究规划，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培养更多的历史研究人才，加强对历史的深

入研究和阐释，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和思想支持。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我们能够更好

地认识自己的过去，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2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   

中华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令人叹为观止。中华文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几千年前，而要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一历史，考古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田

野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实物遗存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以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和

文化风貌的学科。在探寻中华文明的根源和发展轨迹时，考古学是我们的重要工具和窗口。

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直接触摸历史的方式。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从古代人们留下的遗迹

中了解到他们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在中国，考古学家们通

过发掘和研究大量的遗物和遗址，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与时期。例如，实证中华五千

年文明的良渚文化，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墓地、祭坛、制玉作坊、建筑基址、防护工程、聚落、玉

器等各类遗迹与遗物，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场景。同样，青铜时代、汉唐时期等的考古发

现，也为我们呈现了当时社会的面貌和文化特征。通过考古学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中

华文明的起源和演进。

2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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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特点

和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闻名。中国古代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都有着深厚的积

淀。考古学揭示了这些文化的渊源和发展轨迹。通过对历史遗物与遗迹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

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例如，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了商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中国

古代文字和社会制度的重要依据；青铜器的制作和演变则展示了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高度发展；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交流，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和丰富。通过考古学的努力，我们能够

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进一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和精髓。

考古学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文化，还提供了保护和传承的学术基础。随着社

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许多古代遗址、遗迹和遗物面临着破坏和丧失的风险。考古学家通

过对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对文物的修复与研究，发挥了守护者的作用。他们的工作不仅使我们能

够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还为后代保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考古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

法律和制度的建立，提高了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与文化传承的热情。

考古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项跨学科的合作工作。在考古学研究中，涉及到地质学、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考古学家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地质勘探、

无损检测、放射性碳测年、动植物考古、人骨研究、DNA 技术等，不断提升对文物和遗址的分

析和研究能力。同时，国际合作也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不同国家的考古学家通

过交流与合作，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研究与保护。

可以说，要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的贡献。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自信的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自信的源泉，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

和丰富的历史积淀，是我们与过去联系的桥梁。通过深入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能

够更好地认知和理解自己的民族身份，增强文化自信。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和

价值观念可以为当代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引领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涵盖了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它包括了诸多方面，如思想哲学、

文学艺术、礼仪制度、科学技术、农耕文化等。这些方面的丰富内涵，凝聚着历代先贤的智慧和

劳动成果，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智慧成果，这些

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通过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的

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从而更好地把握我们的历史根基。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而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

分。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念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

面，为我们提供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具有时代意义，可以为当代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尽

管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但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价值观念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自信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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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和提升公民素质具有重要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诚信、孝道、仁爱、和谐等价值观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培养

公民道德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价值观念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教导

人们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品德和行为准则。在当代社会，我们面临着日益加

剧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可以提供积极的道德引领和行

为准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和弘扬的价值观念对于塑造和培养公民素质至关重要。这些价值观念

不仅涵盖了个人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也涉及到社会关系、家庭伦理、政治观念以及人与自然的

相处方式等方面。

（1）爱国与乐群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民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在无数艰难困苦中，中国人民彼

此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在团结互助的氛围下，共同解决问题，共同前进，我们的民族也才得以走

到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养分，使我们能够在润物细

无声的传统文化滋养下，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操，培养人民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与忠诚。

（2）敬业与诚信

敬业意味着对工作的认真和热爱，诚信则是建立可信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些价值观念鼓励人

们勤奋工作、履行职责、诚实守信，从而培养出优秀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3）和平与和谐

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和平与和谐的思想，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强调仁爱之心，即对

他人的关心、尊重和帮助，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关注环境保护，注重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平与和谐的价值观念鼓励人们主动参与社会和谐建设、推动冲突解决和

争议调解，对于培养公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4）尊老爱幼与家庭伦理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强调对父母的尊敬、孝顺与照料，对下一辈的关

心、爱护与培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尊老爱幼则是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的基石。通过弘

扬尊老爱幼的价值观，人们能够培养出尊重长辈、爱护下一辈、关心家庭、承担责任的良好品

质，进而在社会中展现积极的公民行为。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表达   

中华民族的绘画、音乐、戏曲、舞蹈等艺术形式都融汇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理念。这些

艺术形式不仅是审美享受的来源，更是人们情感交流和价值观传递的媒介。在当代社会，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表达形式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还为艺术教育和

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表达。它通过书法、绘画、戏曲、音乐以及建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表达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和提升公民素质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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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与园林等形式展现出中华民族深厚的艺术底蕴和独特的审美理念。注重以简约的形式表现丰富

的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审美特点。

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强调意境的抒发和气韵的流畅。通过墨、纸、笔的运用，

书法作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审美追求。绘画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艺术形式，以山水

画、花鸟画和人物画为主要表现形式。山水画以极简的线条和笔墨表达出山水的神韵与意境；

花鸟画通过写实的技法展现出生动的形态和细腻的情感；而人物画则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和表

情的描摹。戏曲是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包括京剧、秦腔、昆曲、

豫剧、粤剧、评剧等。戏曲以唱、念、做、打为主要表演方式，通过精湛的表演技巧、绚丽的

服饰和戏曲音乐的配合，展现出丰富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华传统音乐包括宫廷音乐、

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等多个流派。古琴、古筝、笛子、琵琶等传统乐器被广泛运用。中华传统

音乐注重表达情感和意境，以音乐的和谐、旋律的起伏和节奏的变化来表达丰富的内涵。中华

传统建筑以古代宫殿、庙宇、园林等为代表，注重布局的对称和和谐，追求自然与人文的融合。

传统建筑通过精巧的木构结构、雕刻艺术和彩绘装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审美追求。

同时，中华传统园林以其精致的景观设计、水池、假山和花草树木的布置，创造出独特的艺术

氛围和精神境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表达不仅仅是审美享受，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它

们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情感和价值观念，并成为传统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这些

艺术形式不仅是艺术家的创作成果，更是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和表达。它们融汇

了对自然美的追求、人文情感的表达以及对道德伦理的思考，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和价

值观。继承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表达，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和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

为了让这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精神追求在当代社会发扬光大。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重要价值   

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医学知识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和智慧，为当代的科学研究和创

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尊重和吸取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经验和智慧，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点，促进科技创新的综合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尽管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似乎是两个不同的

领域，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和相互影响。

（1）视野拓展与创造力培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历史和智慧，为科学家和创新者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灵感。传

统文化中的诗词、典故、哲学思想等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

考问题和应对挑战。

（2）借鉴传统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哲学思想，这些智慧可以为科学技术和创新提供借鉴

和启示。例如，中医药学中的经验和理论，对于研究新药物和治疗方法具有重要价值；中华传统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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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中的土地利用和生态平衡观念，对于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3）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工艺和手工艺技术，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能够焕发出新的活

力。通过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新出更加高效、环保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这种结合

还可以保护和传承传统工艺，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4）人文关怀与科技发展的平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互助。在科技发展的过程

中，这种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意识同样重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和谐、礼仪等价值观念，

可以引导科学技术向更加人性化、可持续和社会公正的方向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不仅为科技人员提供培养精神

品质和思维方式的启示，还鼓励人们在科技创新中注重人文关怀、环境保护和文化自信。

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瑰宝，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通过传播和交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加深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跨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作用。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促进文化互鉴和包容性，传统文化能够打破文化隔阂和误解，增进不

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它强调和平与和谐的价值观念，为世界和平的实现提供了

积极的推动力。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提升国家的

国际影响力，促进跨文化合作和共同发展。

（1）文化互鉴与包容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包容性和文化互鉴。它通过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促进了不同

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艺术表达和智慧思想都具有跨文化的共通

性，能够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建立互信与合作的桥梁。

（2）世界和平与和谐共处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平与和谐的价值观念，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和平等。这些价值

观念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

相互理解、共存与合作，减少文化冲突和误解，为实现世界和平与稳定创造良好的条件。

（3）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之一，它具有丰富的历史、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

力。通过传播中华文化，可以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不仅能够展示中国的文化魅力，也能够为世界各国提供文

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相互学习的机会。

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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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国合作与共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的独特贡献，能够促进国际间的跨文化合作与共同发展。通过中

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各国人民能够更好地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

经济合作和科技创新，为实现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不仅是中国的文化责任，也是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一种贡献。通过

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举办艺术展览、举办国际文化节等形式，可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

解和认同，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种跨文化的互动与对话，有助于打破文化壁垒，减少

文化冲突，为构建和谐共处的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观念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它强

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提倡和平与友爱。这些智慧和价值观念能够

为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社会不公等，提供有益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可以

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交流和推动世界和平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促进文化互鉴、弘

扬和平与和谐的价值观念，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共同发展，我们可以共同建设一个多元、包容、

和谐与繁荣的世界。

8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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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

度总结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命脉，是发展中华文明、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根基和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

境界。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将其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和

挑战相结合，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构建文明、和谐、可持续的现代社会

作出积极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承载着丰富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在当代社

会，尽管我们面临着快速变革和全球化的挑战，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它是我们的根基和身份认同，是审美艺术的表达，是塑造公民素质的重要力量，是科学创新的参

考和启示，是跨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珍视、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智慧为引领，为构建美好的现代社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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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Gong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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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On June 2, 2023,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irman of the PRC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ttended a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Beijing , and delivered a major speech. 
He made important remark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his speech. 
Deeply studying and comprehending the spirit of hi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t is the duty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Method/process］This article aim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valu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China National Archives of Publications and Cultur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value of archaeology.［Result/conclusion］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 is our root 
and identity, the carrier of aesthetic art, an important force in shaping the quality of citizens, a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a link betwee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world peace.
Keywords: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emporary values; China National 
Archives of Publications and Cultur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Museum

（本文责编：孔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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