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于浩如烟海的经典

著作、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遍布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

更活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乡土、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风习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努力从中华

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

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 我

们要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

深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与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的重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

自己的鲜明特色，比如，中华文明彰显积极性，体现为“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个人要以天为榜样，对人生

抱有积极的态度。中华文明还彰显实践性，体现为注重经世

致用。孔子在古代被视为“圣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

努力以自己的品格和言行改变社会风气，希望“天下归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不同文化崇尚的东西存在差异，

比如有的尚文、有的尚武。不同的崇尚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发

展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自己崇尚的东西。比如，尚德。

对“德”的推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对于统治

者，往圣先贤主张“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就是治国平

天下的人不能只有王者的权威，还要有圣贤的人格。对于国



家治理，儒家讲求“为政以德”“导之以德”，就是要以德

治国、用德来引领百姓，这样才能得到民心，国家才能实现

善治。又如，尚一。“一”就是整体性、全面性。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把道德、天伦、人伦、信仰、理念、存在、自然等

都统一起来，古人常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种把

自然和人伦统一起来、把道德和政治统一起来、把信仰和秉

性统一起来的思维方式，就是对“一”的推崇。再如，尚化。

《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庄子的“与时

俱化”等名言，就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化”的推崇。尚化让

中华民族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积极包容和学习不同的

事物，并且不惧变化、勇于变革，从而让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试举三例。一是君子的人文精神。君

子多指受过良好教育、道德比较高尚的人，被认为是完美人

格的典范。君子的人文精神体现在君子的言行举止中，包括

不卑不亢、自然本色、大方自如、光明正派等。古往今来，

人们对君子的人文精神做过许多阐发，比如，孔子讲“君子

和而不同”，就是指君子之间的和谐是建立在个人保持独立

性基础上的；司马迁的《史记》谈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

至不喜”，就是讲君子要有坚强、沉稳、理性、淡定的品格，

等等。二是中庸的辩证精神。中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

重要概念。中庸的“中”指的是准确、不偏不倚，“庸”指



的是平常、正常。孔子认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理性

头脑的人，难以全面掌握情况，因此会有一种破坏性，而君

子能够尊重常识、掌握火候，从而不偏不倚。中庸的辩证精

神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说很重要，大国情况的纷繁复杂决

定了只有通盘考虑才能更好地凝心聚力。三是“愚公移山”

的精神。中国神话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传说，历史中

的赵氏孤儿、卧薪尝胆等故事，都体现了一种不惜一切代价、

艰苦奋斗、百死不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

来的，还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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