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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化自信需熔铸民族精神
张玉凤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界对于

我国民族精神，特别是民族精神视野下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等方面的关注

程度越来越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所孕

育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在革命历史

时期形成的独特民族精神，都成为了新

时期我国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因此，

明确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构

建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具

有极大推动作用

作为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当中最核

心的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精神是对于

不同民族社会存在状况的真实反映。各

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

不断地实践和总结，将民族的传统文化、

民族心理、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意识形态

等各方面不断凝聚，成为民族共同的精

神内涵。民族精神来自于实践，最终又

被应用到实践中，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民族精神是民族个性和共性统一的产物。

虽然民族精神并非具象的物体，但却会

在精神和思想等方面对民族整体发展和

民族个体的行为产生一定的指引作用。

第二，民族精神同时兼具了时代性和历

史性特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

华民族的精神均为当代精神。民族精神、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构建之间具有相

互连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第三，民族

精神是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融合发

展。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未来，

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在对民族精神以

及民族精神视野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都能将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整

合，并在此基础上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进行融合，从而有利于民族精神的丰

富和发展。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能增强民族自

豪感。在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生命

力当中融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能有效

发挥民族精神的激励作用。随着时代的

变化和发展，各个民族独立性不断增

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使人民的幸福感

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如果一个民族能在

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更加强烈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就可以在民族繁荣昌盛

之时，不断保持发展的态势 ；当面对困

难与挫折时，也能以此种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鼓舞自己，将挑战转化为机遇迎

难而上。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培育新时

代的民族精神具有积极向上的引领作用。

不仅如此，在社会意识和社会精神方面，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都可以

为本民族全体成员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中华民族精神中

的爱国主义造就了历史上的岳飞、屈原

等许多英雄人物，在近代中国人民抵抗

外敌反对压迫的历程当中，爱国主义也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能促进全民族

共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民族的凝

聚力和创造力。中华民族对于本民族文

化的认同不仅能够超越阶层、血缘等方

面的限制，而且还能打破空间和地域等

方面的局限，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内

容渗透到本民族成员的心中，通过民族

精神构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使

全民族共同协作发展成为更加坚固的堡

垒，为本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不懈奋斗。

通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构建起的新时

代民族凝聚力，可以帮助民族在面对外

敌入侵时万众一心抗击外敌，并在此过

程中不断强化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

通过民族精神熔铸新时期的民族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

立足传统民族精神价值体系。世界

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体系都

具有相对独立的气质和特点，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性格与气

质。因此，在面对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在此基

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之时，必须要着眼于传统的民族精神

和价值体系。例如，将儒家、道家、法

家的传统思想体系、“积善成德”“厚德

载物”的传统人文道德思想以及“舍生

取义”的义利观等相结合，在传统文化

内容和价值观当中增添新的元素，将其

进一步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体系。除此之外，中华民族的全

体成员还需要对本民族的历史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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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承，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文

化修养，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符合时代

发展要求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播者，增强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新

时期为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增添具

有时代风貌的内容，推动传统文化的发

展，增强民族精神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我们要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在生产和

实践的过程中，将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

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落实，进而提升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提升人民群众在实践发展中的主体

地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民族群体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精神、思

想和心理等各个方面形成的对本民族历

史文化的认同感。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

的核心与灵魂，文化自信的提升需要将

民族精神作为支撑，通过民族精神熔铸

新时期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人

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生活和其他各类实践

活动的主体，因此，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的构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当中，全

面贯彻并落实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体系，通过理论结合实践，

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的建立和发展。要通过提升人民群众

在实践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进而将博大

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转变成为促进

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例如，在

进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建设过程中，

可以将相信人民群众同依靠人民群众结

合起来，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

融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环

境当中，以现代化的眼光思考和衡量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发展路径，冲破文

化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阻碍，让中华各族

人民在日常生活生产的实践当中，自觉

树立起文化自信，并以此为科学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提供可

靠的依据。

抵制错误文化信息，弘扬文化真理。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以

及持续扩大的改革开放局面，外来文化

的不断涌入促进了我国文化的多元化发

展。在外来文化进入我国的同时，部分

错误思想和错误的文化信息也随之产生。

面对此种情况，各族人民需要在中国共

产党的带领下，团结起来应对错误思想

的冲击。在面对蓄意扭曲历史和事实的

言论面前，首先坚定自己的立场，时刻

保持头脑的清醒。通过采取更加积极的

手段和措施，揭发和披露错误文化信息

背后的思想意识形态根源，从消极腐朽

和愚昧落后的思想文化当中挣脱出来 ；

其次，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当中的先进性和真理性，构建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现教育人和引领人的功能，为中华民

族抵御错误信息和腐朽思想筑造坚固的

思想基础和文化防线，为在新时期重新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作出

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

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在新时期全球化的背景下，

进一步探索出更加有效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发展道路，不仅可以为我国经济

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同

时还可以为我国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发展增添新的生机与活力，帮

助我国在面临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和挑

战当中，积累经验，迈向更高的发展阶

段。  

（作者为河南警察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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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我国民族精神的培育具有极大推动作用。当前，要

通过立足传统民族精神价值体系、提升人民群众在实践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抵制错误

文化信息等措施，不断增强中国特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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