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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不仅滋养了中华儿女，也孕育
了中国开放、包容、共赢的大国气度和博
爱胸怀，为全世界和全人类贡献了中国智
慧。

君子和而不同，国之相交亦如是。
1955 年 4 月，万隆会议召开。与会期

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国
家代表友好协商，会议形成了以团结、友
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为核心的
万隆精神，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并遵循
的基本准则。今天，当我们回看万隆会
议，求同存异的智慧依然熠熠生辉。

达则兼济天下，“一带一路”倡议开启
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新时代。

“一带一路”倡议发出 6 年来，“朋友
圈”越来越大，释放的红利越来越足。据
统计，中国已与 125个国家和 29个国际组
织签署 173 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共
建国家的贸易总额超 6 万亿美元，为当地
创造近 30 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用实际行
动证明，“一带一路”不是一家独奏，而是
沿线国家的和谐共鸣。这既是“既以为
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智慧，也
是和和美美、美美与共的胸怀。

天下大同，中国为全人类前景提出中
国方案。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任党和国家最高
领导人后首次出访，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
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当今人类社会“越
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对于这一理念，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
主席彼得·汤姆森直言，“是人类在这个星
球上的唯一未来”。中国人素有“天下”情
怀。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
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我们仿佛看到
古人大同世界的构想跨越时空，在新时代
焕发出引领世界前行的光辉。

今天，站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历史
坐标下，当我们在讨论国学的时候，究竟
在讨论什么？之于即将启智的孩童，国学
是“人不学，不知义”；之于努力奔跑的中
国人，国学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之于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国学是“不要人
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之于全人
类 、全 世 界 ，国 学 是“ 四 海 之 内 ，皆 兄 弟
也”、是“天下大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也是当
代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越数千
年时空的优秀传统文化绝非“药方只贩古
时丹”，它将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
奔跑追梦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注入源源不绝的精神动能，它将与各国
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世界、为人
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黄维 丁涛 刘婧婷 陈灿
据《人民网》

为什么“国学热”
持续升温？

从早些年《百家讲坛》引领经典研读热潮，到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传统文化类综艺
节目的火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不断升温，“国学热”也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这背后，反映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折射出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体现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流传千百年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理念、人文精神，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启发，为
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优
秀传统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
的民族基因，植根在每一个中
国人的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
方式。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为
人处世的哲学。礼义廉耻、见
贤 思 齐 是 我 们 从 小 就 懂 的 道
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是君子处
事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爱人者，人恒爱之”，
老祖宗早就懂得换位思考的重
要性。

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学问。老子说
道法自然，荀子讲天行有常，都
是在说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就一
定井水不犯河水。在孟子和韩
非子看来，只要“斧斤以时入山
林”“不涸泽而渔”，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就好。

优秀传统文化，契合了新
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凡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法者，治
之端也”“人无信不立”……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求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

优秀传统文化中，更蕴含
着治国理政的智慧。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处处
闪耀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的智慧光芒，尤其是

他所引用的古典名句，寓意深
邃，生动传神，极具启迪意义。
2015 年 2 月出版发行以来，《习
近平用典》第一辑已加印数十
次，累计发行 200 多万册，被译
成英、法、俄、日、葡等 14 种版
本；2018 年出版的第二辑也已
发行近 100万册。

源 远 流 长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
血液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层的情感归宿，凝聚着中华民
族最广泛的认知共识，涵养着
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在当下依
然具有生命力、创新力。这既
是“国学热”升温的内因，也从
源头上说明“国学热”升温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

如果说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依然“有用”是内
因，经济发展、政策推动以及高校研究机构的兴起
则是“国学热”不断升温的外因。

仓廪实而知礼节。多年平稳良好的经济发展
形势是“国学热”升温的重要前提，但只有前提还不
够。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科学院就曾有相应的研
究机构。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高校也纷纷建
立国学院、研究所等，这为培育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者、营造国学研究氛围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广阔的
平台。

2006 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
要》要求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
设中国语文课。2017年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尤其是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017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新发展指明方向、擘画蓝图。多年来，党和国
家对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一以贯之，一系

列有利于传统文化发展的政策出台、落地，成为
“国学热”持续升温的催化剂。

在内因、外因联合驱动之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墙内开花墙外

也香，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
认可，不仅成为中国文化软

实力的象征，也为中外交
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今年发布的《中国文化综艺白皮
书》显示，在关于“文化综艺节目的什么
要素最吸引你”的调查里，“精神内涵/
价值导向”成为受访者的首选，老百姓
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催生文化综艺市
场百花齐放。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

《见字如面》《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
等文化综艺节目轮番“霸屏”。据统计，
2017年，约有 50档文化类综艺节目播
出，2018年突破了 70档。

无论是《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
冠军、“00 后”古典才女武亦姝，还是

“租住床位仰望星空”的外卖小哥，抑
或是“四季元老”、北大工科博士陈更，
这些普通人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与坚
守，带给全国观众温暖与感动。

问及《中国诗词大会》火爆和打动
人心的理由，节目评委蒙曼说：“中国
人是背着‘床前明月光’长大的，节目
唤醒了中国人身上的文化记忆，激活
了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因，引发了观众

的情感共鸣。”
传统文化综艺节目火爆、传统文

化产品走俏，既是“国学热”的表现，又
反过来助推“国学热”持续升温。新时
代下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注重雅俗共
赏，在与市场和受众的良性互动中，更
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完成了从“活”
起来到火起来的华丽转身。

涵养民族根与魂

天下大同情怀深

5月 25日，第18
届“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乌克
兰赛区决赛在乌克
兰首都基辅举行，一
名选手在才艺表演
环节进行书法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陈俊锋 摄

小朋友们着汉服、学礼仪，感受国学魅力。 新华网 王彪 摄

《习近平用典》（第一辑）封面

雅俗共赏巧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