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学 习 通 讯
2024 年第 22 期

主办：中共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2024 年 4 月 22 日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

一

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

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

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

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

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

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

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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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

所用。

（2013 年 8 月 19 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

二

我们的城市有许多历史记忆，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

老城区，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因为浮躁、无知而破坏掉。

有的城市把真古董拆了建假古迹，我看到一份材料，说全

国有三十多个城市已经或正在谋划搞古城重建，搞什么潘

金莲故居、阿房宫重建！还有一些地方热衷于改老地名，

喜欢起一些洋气一点的地名，如“曼哈顿”、“威尼斯”、

“加州 1886”、“玛斯兰德”等，五花八门，与中国历史

文化协调吗？不仅群众看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而且也

割断了地名文脉、不利于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何况有

些情况也是违法的，我国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

不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我国地名。传承文化不是要简单

复古，城市建设会不断融入现代元素，但必须同步保护和

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2013 年 12月 12 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三

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

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要使中华民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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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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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

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2013 年 12月 30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

体学习时的讲话）

四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

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

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把跨越时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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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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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

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

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的演讲）

五

我讲过，城市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就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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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要保护

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以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不能搞“拆真古迹、建假古董”那样的蠢事。

既要保护古代建筑，也要保护近代建筑；既要保护单体建

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既要保护精品建筑，

也要保护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居及地方特色的民俗。

（2015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六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016 年 3 月 23 日关于做好文物工作的批示）

七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建设要注重

特色。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这里围绕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陈列的文物都是历史、是文化。要让文物

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

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017 年 4 月 19 日在广西考察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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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要

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

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古镇、古村落、

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要

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

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把

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

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

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2017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九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

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

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

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

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

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

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

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2019 年 7 月 15 日在内蒙古考察时的讲话）

十

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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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

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

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

支撑。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

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2019 年 8 月 19 日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

十一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

用好。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

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加强相关领域文物资源普查、名

录公布的统筹指导，强化技术支撑，引导社会参与。要把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

发挥作用。要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把文物保护管

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要制定“先考古、后出

让”的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对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

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使用。要

深刻汲取国内外重大文物灾害事故教训，督察落实主体责

任，强化隐患整治，增强历史文化遗产防护能力。要加强

执法督察，规范举报流程，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2020 年 9 月 28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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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

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

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工作力度，切

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

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信心百倍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而奋斗。

（2021 年 3 月对革命文物工作的指示）

十三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

运用好。一是要加强科学保护。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

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

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

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二

是要开展系统研究。统筹研究力量，强化研究规划，积极

开展革命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研究工作，加强革命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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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党的历

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三是要打造精品展陈。坚持政治性、思想性、

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

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

动传播红色文化。四是要强化教育功能。围绕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研究确定一批

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彰显时代特色，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

校。要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

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基地，引导他们从小在心里树立红色理想。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四

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

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

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2021 年 11月 24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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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敬畏历史、敬畏文



9

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

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

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2022 年 1 月 27 日在山西晋中考察时的讲话）

十六

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

浓厚社会氛围。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

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我们

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

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

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

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敬畏历史、

敬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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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27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七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

百川汇流而成。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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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

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

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

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要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

（2022 年 7 月 13 日在新疆考察时的讲话）

十八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 3000 年前的文字，把中

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 1000 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

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

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在这方面，考古

事业居功至伟。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

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要通过文物

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河南安阳考察时的讲话）

十九

亚洲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孕育并保有着极其丰富

的文化遗产，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2019 年，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倡议开展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行动。4 年来，各方积极响应、共同努力，在古代文

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方面开展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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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合作，为保护人类文明精华作出亚洲新贡献。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的成立，有利于加强亚洲文化

遗产保护，深化亚洲文明交流，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为

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中国愿在联盟框架下，同亚洲各

国携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

域国际合作，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促进各国人民

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2023 年 4 月 25 日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的

贺信）

二十

博物馆有很多宝贵文物甚至“国宝”，它们实证了我

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

深入。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

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山西运城考察时的讲话）

二十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中华文明历来赞赏不同文明间

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

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

中国将更好发挥北京作为历史古都和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

加强同全球各地的文化交流，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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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2023 年 9 月 14 日致 2023 北京文化论坛的贺信）

二十二

世界由丰富多彩的文明构成，中国是有着世界上最古

老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之一。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

展更紧密合作，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促进各种

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合作，助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祖莱时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8 月至 2023 年 9 月期间

有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

论述的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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