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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文化视域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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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和最深厚的软实力,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从公共文化的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和国家在新时

代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方向。 其逻辑性和可能性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在民族性、整
体性、群体性和全社会共享性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其必要性在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文化挑战。
在公共文化视域下,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民性、时代性和世界性,使之扎根人民、服务时代、走向世界,
将有利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党对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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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其学术梳理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 [1]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逐渐形成了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中心并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的文化体系。 优秀

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形态,既包括承载了传统思想、艺术、工艺的古文献、古文物,也包括礼仪、歌舞、节
庆、风俗等非物质文化。 自古以来,优秀传统文化在制度层面、思想层面、社会生活层面等为中华民族

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2]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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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关系、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及如何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指示,构成了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纲领性意见。
(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从民族意义高度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它既

是民族的根和魂,又是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软实力,既是民族的基因,又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既
积淀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又代表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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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

养”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

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5]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 [6] 。
其次,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党的建设互相促进、协同发展。 一方面,党员干部是传承和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得益于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

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

者” [7]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 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

化也为党员干部提供思想营养,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沃土。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务必)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植根的文化沃土” [1] 。
第三,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发挥多方面的时代价值,它既能从总体上有助于道德建设,又能具体地有

助于树立三观;既能从总体上有助于治国理政,又能具体地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资源、为思想

政治理论课提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

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

应该继承和发扬” [10] ;“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教化人、培育人的作用,塑造中国心、民族魂” [11] ;“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

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7]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

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

结” [1] 。 2016 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 [12] ;2019 年 3 月,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
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 [13] 。 可以认为,不论

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不论是政治层面还是道德层面,优秀传统文化都能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这
是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的现实意义。

在前三点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 [1] 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科学回答

体现了党对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探索。 “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2] 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总体方向。
所谓科学对待,就是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各个阶段、不同场合反

复强调,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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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发展” [14]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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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 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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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2] 。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

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15] 。 显然,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二)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近年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主要成果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针

对某一种具体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对传统思想和传统艺术的研究,也有对传统技术的研究。 二

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学理研究,如李宗桂教授基于概念史和学术史探讨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内

涵[16] 。 三是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论述,研究其中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方

面研究又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 宏观方向研究立足于从宏观上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精神和

意义,如周向军教授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总体上分为传统文化有何当代价值、如
何实现当代价值两个问题

 [17] 。 微观方向研究主要从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中的某个具体学术问题进行

考察,如欧阳军喜教授着重考察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

系问题[18] 。
鉴于学术界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笔者拟在此基础上结合党和国家关于公共文化、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的方针、政策、指示,从公共文化的角度探讨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二、优秀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具有逻辑一致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 在此判断之下,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随即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实际上为优秀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从公共文化的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 《意见》不仅在“重点任务”中明确指出要“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

平台”,而且提出了相关的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即“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

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新格局”,以及“制定文化产业促进

法、公共图书馆法等相关法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 [19] 。 显然,
《意见》中的这些意见,不论是开放共享的公共平台,还是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格局等,都指向了

公共文化方向。 也就是说,在公共文化视域下探索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新要求。
在公共文化视域下探索优秀传统文发展,是以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的逻辑一致性为基础的,

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 公共文化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萨缪尔森在《公共开支的纯理论》中通过建构

数学模型分析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20]387-389。 陈鸣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理论

对公共文化概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所谓公共文化,是指一种由代表国家、社会或社团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向公共领域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组织形态。 也就是说,公共文化部门是因公

79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2 期　 　 　

共文化物品(包括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供给而形成的。 作为公共物品之一,公共文化物品是与私

人文化物品相对意义上提出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文化物品也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

排他性。 一方面,公共文化物品的非排他性在于,它不会成为私人独占的文化消费品,个人对公共文化

物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妨碍相关个人同时消费该物品;另一方面,公共文化物品的非竞争性表明,它
是一种国家或社团的文化福利,相关个人无须通过出价竞争购买的方式获得该文化物品” [21] 。

在西方,“从文物遗址、博物馆、档案馆等国家文化遗产到歌剧、芭蕾舞、戏剧等民族艺术遗产”都
被视为公共文化来加以保护、利用和开发[20]289。 这些国家文化遗产、民族艺术遗产,正是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基本消费性

质。 使用者对传统文化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传统文化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这就是非竞争性;使用者不

能被排除在对传统文化的消费之外,这就是非排他性。 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我
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而民族性正是公共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

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突出优势和最

深厚的软实力。 《中国国情教育手册》第二章第二节“中国的传统文化”指出,“第一(特征),中国传统

文化是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合体” [22]35,强调并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另一方面,作为公

共文化资源的文化遗产同样具有民族性。 “从文化资源看,文化遗产既是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明成果,
也是一种公共的文化资源” [20]290,即把民族性视为公共文化资源的题中之义。 可以认为,优秀传统文

化的民族性是它与公共文化之间具有一致性的逻辑起点。
(二)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都具有整体性和群体性,由此决定了其全社会共同享有、共同参与

性质

一方面,《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指出,“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统一性……
强调群体” [23]13;另一方面,荣跃明研究员在论文《公共文化的概念、形态和特征》中论及“公共文化的

历史形态”时指出,公共文化具有群体性和整体性。 就群体性而言,“社会文化的生产通过仪式化的群

体参与……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就整体性而言,公共文化也具有

整体性,“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性‘民俗’” [24] 。 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实质在

于人文精神” [22]13,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体现在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因为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人民创造

的、为人民所有的,“是公共领域的文化资源,而这些民族文化成果是社会共同体所共同享有的文化资

源” [20]290;同样地,“公共文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实际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文化的平等参

与” [23]42。 也就是说,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都具有全社会共享性。
(三)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有着一致的文化主体,都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文化的传承与创造

活动

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党始终把优秀传统文化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同视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
 

565 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

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7] 。 相应的,国家在

公共文化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它既无法通过个别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来提供,也不能由任何

私人或企业所独占……公共文化物品不仅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甚至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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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市场失灵’……因此,以国家所有或国家资助为主导、以非营利为目的而向全社会公众提供公共

文化物品,便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在国家文化遗产、公共广播电视等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内的基本模

式” [20]290。
(四)优秀传统文化、公共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有机关系,是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

化在新时代最根本的逻辑一致性所在

就公共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而言,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一方面,公共文化有利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具有普惠性特征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筑牢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众基础”,“具有贴近性特征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拓展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路径”,“具有寓教于乐特征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增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性与感染力”等[25] 。 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需要由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来引领,这主要体现在“以标准化、均等化为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政策精髓”,“以社会性、参与性为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治理导

向”,“以公益性、公共性为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价值内核”等[26] 。 这意味

着,公共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就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而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优秀传统文化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命脉、立足点和重要源泉。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

的精神命脉。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4] 。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基因” [5] 。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要利用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思想道德资源,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2]

正是由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文化基因”关系,才会要求“树立核心价

值观,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27] 。 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公共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者之

间形成了有机的、完整的意识形态生态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逻辑上把优秀传

统文化和公共文化紧密联结在了一起。 一方面,公共文化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作为其根基、命
脉、立足点和重要源泉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公共文化又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这种层层

递进的逻辑关系告诉我们,如果不从公共文化的视域重新审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不仅不利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且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因此,从公共文化角度传

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要求。

三、“都活起来”: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新挑战与公共文化视域下的应对策略

上文所论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的逻辑一致性,分析的是从公共文化的角度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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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可能性,下文将继续分析其必要性。
李大光教授在《国家安全》一书中,从中华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阐明了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

紧迫性和严重性。 作为“21 世纪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学习读本”,该书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传统文化面临

的挑战。 即:一是网络技术所培植的消极文化冲击了优秀传统文化;二是美国等信息强权国家推行全

球文化霸权,让“传统文化面临被同化、被湮灭的危险”;三是“强势文化给中国文化安全带来前所未有

的挑战”,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信息超级大国”,美国大肆宣传国家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文

化侵略,搞“文化殖民主义”“网络民族主义”和“网络种族主义”,这严重阻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弘扬,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28]158-160。
事实上,外来文化在意识形态阵地里一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使得“仅存的文化遗产被逐渐同化

甚至吞噬,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正在逐渐丧失” [28]165。 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侵

略’是极其危险的,危及民族文化的独立与自存,甚至有可能动摇民族、国家的根基。 因此,我们必须有

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必须慨然担当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确保中华文化安

全” [28]6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软实

力。 那么在面临消极文化、外国文化的猛烈挑战之下,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应在意识形态阵地

上发挥强大作用。 然而,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根本原因在

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常常忽略了其公共文化性质,没有从公共文化的角度加以重视,从而造成

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公共文化领域的缺位。 正是这种缺位,在互联网等公共空间里给了消极文化和外来

文化以可乘之机。 因此,从根本上应对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阵地上面临的新挑战,就必

须坚持从公共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优秀传统文化,思考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事实上,
针对传统文化收藏在禁宫、陈列在大地、书写在古籍的三种常见的背离公共性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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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所谓让它们“都活起来”,其本质就是

在公共文化视域下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事实上,从公共文化视角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则必须坚持

人民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等三个发展方向。
(一)充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民性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文化的整体性、群体性和全社会共享性等公共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优秀

传统文化天然地具有人民性。 事实上,人民性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属性,只有把构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体系与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人民、深入

人心,避免脱离人民、丢失人心的问题。 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 [19]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基本原则之一。 从公共文化的角度来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就是要激发人民群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创造力。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

众一向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弘扬者。 因此,必须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公共文化来传承

和弘扬,要充分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文化。 一方面,一旦脱离人

民群众,忽视了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命力。 因此,优秀传统文化

要在新时代繁荣发展,就必须走出束之高阁的象牙塔,走出供人观赏的动物园,切实把构建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体系和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合起来,在公共空间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002



斯　 维　 论公共文化视域下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

需求。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教导我们,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而能够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创造力,就来自活跃在公共文化空间里的人民群众。 因此,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

公共文化来传承和弘扬,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公共文化空间,也是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客

观和内在要求。
公共文化视域下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策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从群

众中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要坚持优秀

传统文化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增强优秀传统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感”,让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群

众服务,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具体而言:(1)在图书馆、博物馆、剧场、文化活动中心等传统公

共文化空间,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以图书馆为例,图书馆馆藏的许多

古籍多被束之高阁,不仅普通人民群众难以借阅,就是专门从事古籍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难以顺利复印。
北京大学漆永祥教授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古籍收藏与利用之间的矛盾,的确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普

遍存在的现象,古籍的‘藏’而不‘用’,或者‘可用’而又‘高价’,严重阻碍了古籍的利用、整理与刊布,
使其成为物化了的古董,而失去了文化传播载体的作用” [30] 。 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图书馆把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结合起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及联合国《公共图书馆宣言》,依法依规地允许广大人民群众

复制、拍摄、拓印、阅览古籍,让人民群众得以更加便利地接触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2)在
互联网等新兴文化空间,应加大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力度。 通过新媒体平台、网络文学平台、网
络游戏平台、网络电视剧平台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对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及古风类网文、网
游或网剧加以科学管理,确保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健康发展。 (3)鼓励人民群众

在公共文化空间自发参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如创建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社会文化团体,推
动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社区文化建设,让传统节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日常公共生活。 总之,要
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创造积极性,才能从根

本上在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实现“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的

愿景[19] 。
(二)充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 [31] 。 从公共文化的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让优

秀传统文化正视并解决时代挑战、现实矛盾,避免出现脱离时代、脱离现实的问题,用传统形态积极表

现时代精神,扭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工作中重保护、轻发展、传承多、创新少的局面,从而实现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 [31] 。 “剪裁它的

旧形式,加入我们的新理想,让他成为一个兼有时代精神和永久性质的艺术品” [32] 不失为发扬其时代

性的重要方法。 事实上,从公共文化视域审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就会发现,仅靠传承经典、保
护遗产是不够的,还要通过表现新时代的社会现实来表达时代精神。

(三)充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性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 从公共文化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

战,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广泛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以公共文化的

视域来看,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人民共享的性质,不应固步自封,而应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胸怀

和目标。 歌剧作为意大利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传承和弘扬过程中,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以至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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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世界各族人民广泛接受、乐于欣赏的文化形态。 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完全可以通过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走向国际化。 当前,中华民族在党的带领下正在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国际地位实

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通过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优秀传

统文化所传达的中国精神、价值、力量来为世界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还有

利于提高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1] 。 那么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必要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去不断为人类文化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综上可以认为,在新时代从公共文化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根本,重

视发扬其时代性和世界性,避免脱离人民、脱离时代、脱离世界,把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成积极面向人民、
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先进文化。

四、余论

从公共文化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和紧迫的必要性。 其可能性在于,优
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从民族性这个逻辑起点出发,两者在整体性、群体性和全

社会共享性等各个方面高度一致。 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逻辑上把优秀传统文化

和公共文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公共文化既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又能反作用于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命脉、立足点和重要源泉正是优秀传统文

化。 从公共文化的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在于日益严峻的文化安全形势。 面对外来

文化、消极文化的挑战,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仅仅收藏在禁宫里、陈列在大地上、书写在古籍里。 只有充

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民性、时代性和世界性,才能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而这正是党对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不能止步于针对某一具体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或者

纯粹的学理性研究,研究者需要把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在文化领域

的重要事业,把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两个文化体系———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构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探索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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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ominent
 

advantage
 

as
 

well
 

as
 

the
 

solidest
 

soft
 

pow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ccumulates
 

our
 

deepest
 

spiritual
 

pursuit
 

and
 

represents
 

our
 

unique
 

spiritual
 

identity. It
 

i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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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velo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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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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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public
 

cult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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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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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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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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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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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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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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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sharing 
 

while
 

the
 

challenging
 

threats
 

of
 

cultural
 

security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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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Under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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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we
 

should
 

develop
 

traditional
 

cultur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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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eople 
 

ser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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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
 

and
 

advancing
 

towards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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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finally
 

contribute
 

to
 

accomplish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Party
 

always
 

com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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