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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现
代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达到
了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决定
性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立足点——意识
到必须把现代化这一普遍的任务同中
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
统结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立
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当这样一种
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实践全面展

开之时，在此实践基础上的上层领域也
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亦即在形成独
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的同时，构建起独立
自主的学术、思想、理论、文艺，等等。
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之
中，植根于一种本身是独立自主的历史
性实践之中。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

目前，我国数字文化供给显
著增长，但与庞大的消费需求相
比，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还
比较稀缺，难以充分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
求。增加高质量数字文化供给，
需要秉持“内容为王”理念，加强
数字文化内容建设，进一步丰富
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要
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运用数
字技术对文化产业进行全链条、

全环节、全流程改造升级，让优
秀文化资源借助数字技术“活起
来”“动起来”，将其所蕴含的丰
富思想内容与数字技术带来的
新形式新手段有机结合，打造全
新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坚
持市场需求导向，运用大数据
等技术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在数
字文化消费方面的需求，不断
提高各类用户数字文化消费的
满意度。 （来源：《人民日报》）

大力发展数字文化消费
从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以来，敦

煌学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程。敦煌学
的兴起和发展始终与新材料的发现紧
密联系，与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物息息相
关。姑且不说藏经洞的惊天发现；不说
具备现代考古学知识的斯坦因、伯希
和、奥登堡、华尔纳等外国探险家对莫
高窟、榆林窟和汉长城、烽燧等遗址的
考察记录、照相、测绘和盗掘；不说20
世纪40年代向达、夏鼐、阎文儒、劳干、
石璋如、张大千、谢稚柳、王子云、常书
鸿、史岩、李浴等中国学者对敦煌地区

的石窟、古墓葬、阳关、玉门关等遗址的
实地调查和记录；也不说1944年在莫
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体内发现的
近百件古代文书，单只说新中国成立之
后敦煌地区的各种考古新发现，就改变
了许多旧有的认识，极大地推动了敦煌
学的发展。

未来，敦煌考古工作也必将为促进
敦煌学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原始资
料，对于更好地研究和认识敦煌文化起
到重要作用。

（来源：《光明日报》）

敦煌考古成就与展望

要论摘编

在《论语》的开篇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以
“学”字作为整部《论语》的领起，可谓意味深远，说明学是
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关键。古人所学乃圣贤之道，而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尊师则无法超凡入圣，修齐治
平亦沦于空谈。故《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
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敬学对于明德、
传道、治国、平天下皆至关重要。

尊师与明德

纵观当今之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大多身心不安。究
其原因，实与不学圣贤教诲而迷失本性密切相关。正如
孟子所言：“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礼记》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老子说：“上士闻
道，勤而行之。”可见，古人所学者，道也；目的是明明德，
成就圣贤。

《说文解字》谓：学，觉悟也，本作“斆”，篆作“学”。即
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也。可见，师，先觉者也；弟子，后觉
者也。弟子拜师，以求觉悟也，而觉悟是自性本具，必从真
诚恭敬心中求得，因此师与弟子当两俱真诚，师当如师，弟
子当如弟子。尊师最重要的就是依教奉行，具体讲就是做
到“知行合一”，用真诚恭敬之心去学习、落实老师的教诲。

在社会污染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更要懂得亲师择友，
即亲近贤德的老师，选择善友。荀子说：“夫人虽有性质
美而心辨智，必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人虽然
禀性质朴、美善，心智聪慧，但必须求贤师学习，选择贤
友交往。如果遇到真正贤明的老师，并向他学习，那么
每天所听到的都是尧、舜、禹、汤这些古圣先王的大道；
如果得到善良的朋友并且与他交往，那么所见到的都
是忠诚信实、恭敬礼让的品行。每天进修仁义不断进
步，却不知不觉，这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反之，如果结
交的都是不善之人，所听的都是欺骗、巧诈、虚伪的言
行，所看的都是邪污卑下、放荡邪曲、贪图利益的行为，
则将会使自己遭受刑罚杀戮还不知不觉，这也是潜移默
化的结果。

古人还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
有润。”亲近善良有德行的师友，就像在雾水、露水中行
走，虽然打湿不了衣服，但能时时蒙受其德风的滋润，自
然能“德日进，过日少”，使自己也熏修成为有德之人。

尊师与传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即圣贤相传之道。孔子言“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师道其所以尊严，是因为真正的明师皆不标榜自己，而只是为
往圣继绝学，传承古圣先贤道脉的传道者。这种无我的精神，正是为师者所以
光载千秋、万众敬仰之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最受世人尊敬。因为医生
救人身命，不言财利；老师成就慧命，使人明道。古人云：“千金不卖道。”古代的
老师不用学问谋利，如遇清寒而又真心向道的学生，不仅不收供养，还要补贴学
生。正是为师者“谋道不谋食”的品质，深受社会尊重。

在中国古代，对师道的尊重是通过礼加以保证。《礼记·曲礼》曰：“男子二
十，冠而字。”男子在二十岁行加冠礼，表示成年。从称谓方面讲，此时亲友会赠
予一字，自此以后，亲友都要称其字表示尊重。即便入朝为官，天子也要称其字
而不称名。可以一生称名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生养自己身命的父母，二是培养
自己慧命的老师。可见古人对于老师是何等尊重。

古人入私塾读书，要先行拜师礼。而行礼者不仅是学生，连学生的父母都
要向老师行跪拜礼：父亲带领学生，先向“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神位”行最重
礼，之后老师入座于夫子牌位前，接受父子二人的最敬礼。如果是一个家族礼
请老师教育子弟，就由家中最尊长者代表族人向老师行最重礼。中国古代家道
谨严，长幼尊卑秩序分明。试想，身为一家之尊的家长是怀着何等恭敬之心，才
会向老师行如此大礼？而这种仪式，又会在孩子的心中烙下怎样深刻的“尊师
重道”之印记？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谓人师，乃德行才识并皆卓越者，可以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必在朝在位。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政治
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但是真正的人师却如珍如瑞。因为他们无论在诚意正
心的修养上，还是在平治天下的智慧上，都堪为学人表率，足为后世取法。正是
他们表里如一地为人演说圣贤之道，才令无数人重拾对圣贤教诲的信心，使中
华传统圣贤文化薪火不灭、代代承传！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贤之道有赖于行道之师而光大。孟子尊孔子，
“虽未得为孔子之徒也”，却“私淑诸人”以求其教诲，学为“亚圣”而超于孔子门
生。其原因只为“至诚”二字。所谓“至诚如神”，唯有至诚之心，才能感通天地
之道，感通夫子之教。可见，对老师的尊重既是对圣贤之道的尊重，更是传承圣
贤学问所必需。

尊师与治国

《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道，就必须
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
者也”。（《吕氏春秋》）

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曾向
桓荣学习《尚书》，在他做皇帝后，仍以学生身份自居。汉明帝造访太常府时，以
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几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起向桓荣行
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带头听受老师讲学。老师每有不适，明帝就派使者去
慰问，而专门负责皇帝膳食和医疗的官员都络绎不绝地去服侍桓荣。明帝还
亲自到老师家询问病情，进入老师所居住的街巷就下车步行，手捧经书走到
老师跟前，轻抚老师，垂泪哭泣。他还送老师床具、衣物等用品，让老师更舒适
地休养，久久不忍离去。从此以后，文武官员来探病，再不敢到门口才下车，而
且都在桓荣床前下拜。桓荣去世，汉明帝亲自改换丧服送葬，并把老师安葬在
尊贵的位置。

而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
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子、诸王们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

“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国
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于
慈禧太后，与圣教的废弛、对师道的轻忽不无关系。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
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
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
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
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悬于天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国家
的安危。这说明，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
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记载，孔子“养徒三千人，皆
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

尊师与平天下

“非圣人者无法”，由于东西方疏离了圣贤教育，结果，人们抛弃了伦理道
德的标准，变得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无
主义盛行，贪婪、傲慢、嫉妒、怀疑等负面思想蚕食着人之本性，致使人与人、团
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整个人类都处在巨大威胁之下而
惶惶不安。

人类如何在未来世界中生存和延续？这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英国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核心是仁义忠恕。而传统文化必须靠师道的恢复，才能传承并发扬光大。
如今，愈来愈多的志士仁人达成共识，“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人类要想延续，就
必须对自以为是、恣意妄为的价值观痛加反思，并重振师道尊严，以谦卑的心态
仰承古圣先贤的智慧，如此方可真正实现二十一世纪的和平与发展。

师道，背后承载的是千年万世的圣贤智慧。尊师，就是尊重古圣先贤、列祖
列宗。唯有尊师重道，才能开启自性明德，把扭曲的人性导归正途，才能与天地
万物和谐共存，化解当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把世界带向一个安定和平
的未来。重振师道，无疑乃当今之要务；师道之隆，必然为天下之福祉。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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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
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
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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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
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
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
道路、理论和制度。”“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
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
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
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和前提。”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
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
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
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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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巩固文
化主体性中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
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坚持植根
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
马克思主义不停步，首先要正确
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
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
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
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
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
和自豪。”以大历史观来看，今天
的中国是从数千年历史中走来的
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正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是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前提。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唯一绵延
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
大文明。这一伟大文明孕育了源
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思想
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
独特的制度创造，是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
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
基，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
科学方法，只有在与各国具体实
际和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中，才
能不断化抽象为具体，进而实现
创新发展。一百多年来，党领导
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坚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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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
成果，指导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不仅充分证明了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
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提供了文化沃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
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
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深刻揭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
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为我
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事实证明，只
有植根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
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在中
国落地生根，实现中国化时代化；
只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科学理论指
导下焕发勃勃生机与旺盛活力。我
们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充分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推
进“第二个结合”中不断拓展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广阔空间，让
马克思主义充分展现指导实践、改
造世界、开辟未来的真理力量。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
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
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
做好今天的事业。”只有植根历史
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
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
长河中积淀形成、反映中华民族
精神风貌和优秀特质的灿烂文
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
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坚持植根历
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
是“食古不化”，简单复兴传统文
化，更不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替代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以古人
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

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
是更重了。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科学回答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围绕坚持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
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
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
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
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
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
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
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
的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论述深刻启示我们，坚持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关键是要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要在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
历史的基础上，处理好继承和发
展的关系，坚持推进“第二个结
合”。具体而言，要按照时代特点
和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
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
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
式，实现创造性转化，使之焕发新
的时代光彩；要根据时代的新进
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实
现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中国相
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
通，并将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
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做到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
而形成的创新理论具有更加深厚
的文化根基。

坚持全面挖掘、深层注入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
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
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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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对于我们坚持植根历史文化
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
重要意义，体现了坚守文化根脉
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必须
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进
一步做到全面挖掘、深层注入，从
而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聚变为新
的理论优势，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具有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
展形态，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
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其中
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
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
道德理念等，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精神
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
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
创新。”这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特别是要把
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
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深入提炼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标识，系统总结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
融通的思想资源，从而更好掌握
推进理论创新的主动，不断巩固
文化主体性。

全面挖掘是为了更好实现深
层注入。我们党历来重视探索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马克思主
义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推动
形成深入人心的创新理论。例
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
同志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作出
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邓小平同志借用《诗经》中的“小
康”一词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阶
段性目标，等等。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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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人民群众易于接受、晓
畅易懂的中国话语阐明马克思主
义的道理学理哲理，使马克思主义
不仅具有“中国形式”，更具有“中
国内涵”，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比如，以
《韩非子》中的“事在四方，要在中
央”生动说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马克思主
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推动“四
个意识”“两个维护”在党员、干部
内心深处牢牢扎根。新征程上，坚
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要在形
式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表达的基础上，进一步
深入到内容层面，在将中华民族
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
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上下更大
功夫，不断推进“让马克思主义
成为中国的”历史进程，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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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日报》）

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推进理论创新
曹文泽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
则国家强。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立德树人，思政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
同阶段，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
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推动
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要创新课程内容，构建
链条式课程内容体系；加强

队伍建设，形成大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
在团结协作中跑好育人“接
力赛”；夯实制度基础，构建
协同化长效保障机制；优化
教育环境，构建立体化协同
育人格局，培养更多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来源：《人民日报》）

跑好育人“接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