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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中国的延

续和发展的现代中国，
正在为全面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未来
中国进行着人类历史上
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
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
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
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
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
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
未来中国。”我们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连续性的重要论述，
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中
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在
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
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
面向未来，从而在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坚定历史自信、增
强历史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
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
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
的历史，但既不是随心
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
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
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
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
条件下创造。我们说历
史就是过去，但从某种
意义上说，历史是过去
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
历史。历史犹如长河，这条长河奔涌向
前，其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马克
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
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
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
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
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
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
境。”这就说明，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建立
在前一代留下的历史遗产之上；我们今
天的一切生活现状，如风俗习惯、社会潮
流、学术思想等，无一不是由过去的历史
累积或演变而来的。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
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文明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
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共同经历的非凡奋
斗、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共同创造的美
好家园、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铸就了辉
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沧桑岁
月，把我国56个民族、14亿多人紧紧凝
聚在一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
民族虽历经磨难，但向往统一、反对分
裂、天下一家、同源共祖的历史认同观念
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进程，推动中华
民族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
华文明得以一脉相承、连续不断。

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来认识中
国，更能深刻感悟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更能找到中华民族何以能始终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答案所在。也正是因为这
个突出的连续性，让我们这个古老又伟
大的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让我们建设
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
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现代中国正经历着
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我们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
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
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
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
根本成就，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
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文明具
有突出的连续性的深厚底蕴，赋予了中
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基因，筑牢
了中国道路的根基，决定了解决中国的
问题只能在中华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
道路和办法。

历史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
人类的前进总是承继着前人。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关键时期，中华文明再次来到新的发展
关口。新征程上，我们继续走好自己的
路，就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就要深刻认识到我们正在
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延续着这
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薪火相
传、代代守护，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
新。我们要立足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
性，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
我们所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赓续古老
文明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
从中华大地长出来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
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
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增强历史自觉、掌握
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在乱云飞渡中
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
识，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创造属于我
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
究所党委书记、所长）（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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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
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
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是我们
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
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得出的历
史结论，也是由中华文明突出
的连续性所决定的。新时代新
征程，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对于我们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
华民族筚路蓝缕、跋山涉水，
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
体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后，中
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
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

未有的劫难，如何实现现代化
成为中国人民苦苦追求的目
标。然而，轮番出台的各种救
国方案，包括照搬西方政治制
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无法使
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
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
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
意愿的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这
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
现代化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
传统决定的，它深深植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历
史渊源、文明底蕴，彰显中华
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赓续古
老文明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
的现代化。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中华
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
底蕴，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它

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上：从“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我们能
看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
思想理念；从“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中，我们能看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思想
理念；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中，我们能看
到“富润屋，德润身”等思想理
念；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中，我们能看到“天人合
一”“民胞物与”等思想理念；从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我们能看到“协和万邦”“亲
仁善邻”等思想理念。正是因
为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从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厚营
养，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
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
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展现了不
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
景。

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赋予
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还
体现在“中国之制”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只有扎根本国土
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
可靠、也最管用。”我们党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
稳步前行提供坚强制度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因
为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养分
而最可靠、最管用，具有巨大优
越性。比如，“六合同风，九州
共贯”等传统，为我们完善党的
领导制度提供了深厚文化土
壤；“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
弱则国弱”等思想，为我们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
供了丰富思想养分；“洪范八
政，食为政首”等理念，为我们
制定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提供了

深刻历史启示。中国古代还有
许多优秀制度经验，可以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比如“以时禁
发”的生态保护制度，“养疾之
政”“补给侍丁”的社会福利制
度等。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历
史经验，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加以总结和利用，助力我们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
化以深厚底蕴，还在于其能够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
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
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
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
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
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

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
成的，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反映 14亿多中国人民的价
值共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价值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既集中体现当代中国精
神，又牢牢立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我们能看到“民以殷盛，国
以富强”“民为贵”等质朴理想，
能看到“丹心报国”“天道酬勤”
等精神追求，能看到“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等古代智慧。我
们要立足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
性，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力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
起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党委书记） （转自《人民日报》）

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刘礼堂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
文明博大。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排在首
位的是“突出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
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
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
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
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
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
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
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
国。”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
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
观，把古代中国、现代中国、
未来中国贯通起来，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
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古代
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
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
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
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
因种种原因由盛而衰、最终
消亡，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
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
直延续到今天。相比较而
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
观，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关于中华文明突
出的连续性，可以从不同方
面深化认识，其中以下几点
至为重要。

第一，在中华文明发展
史上，自夏、商、周以下至清
朝，政治实体衔接有序，均
未因外力打击而中断，后一
个朝代都自称是前一个朝
代的继承者，都强调前朝何
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
下，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本
朝和前朝的联系。这种种
联系的叠加，成为一个一脉
相承的政治谱系。即使在
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
及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割据
政权仍多是沿用此前出现
的朝代名称，可见一脉相承
的连续性意识根深蒂固。
清朝后期，是中国古代史与
中国近现代史的连接点。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
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

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华
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
共和制国家。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
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
进步的历史新纪元。五千
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虽历尽
艰辛磨难，但政治发展脉络
清晰可循，文明传统历久弥
新，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第二，在中华文明发展
史上，中华文化传统从未中
断。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
国涌现出老子、孔子、庄子、
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
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
他们提出的思想主张、价值
观念塑造了中华文化传统，
对于后世的政治理念、人生
哲学、社会伦理等产生了深
远的历史影响。这些伟大
思想巨匠的部分学说，在战
国时的《庄子·天下》《荀子·
非十二子》中已见端倪，继
之则见于司马谈《论六家要
旨》，司马迁《史记》中的诸
子列传，刘向、刘歆父子《别
录》《七略》和班固《汉书·艺
文志》，其下又见于《七录》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
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
史·艺文志》《永乐大典》《明
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等
文献目录学著作和大型文
献汇编之中，可谓代代相
传。同时，在中华文明发展
史上，像石渠阁会议、白虎
观会议等学术活动的影响
力，像《五经正义》《十三经
注疏》等学术论著的权威地
位，再加上学校教育和科举
考试的倡导，这些因素都推
动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大
地传承不绝、流传至今。

第三，发达的中国史学
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的有力明证，凸显出中华民
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
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史官制度源于商朝，周
朝与各诸侯国已有“国史”
撰述。孔子据鲁国国史作
编年体史书《春秋》，产生了
极大影响。《春秋》之后的编
年史，有荀悦《汉纪》、袁宏
《后汉纪》、司马光《资治通

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
编》、毕沅《续资治通鉴》
等。司马迁志在“继《春
秋》”而著《史记》，以“纪传
体”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
帝约三千年史事，是为中国
史学上第一部通史。东汉
班固断代为史，将西汉历史
著成《汉书》，开纪传体断代
史之先河。此后，从《后汉
书》到《清史稿》，历朝历代
都有正史撰述，甚至有的朝
代不止一部，这些断代史连
同《史记》《汉书》，合称“二
十六史”。除了以人物为中
心的综合体史书，还有《通
鉴纪事本末》系列的纪事本
末体史书和《通典》《通志》
《文献通考》等典章制度史
系列。这些体裁的史书贯
通古今，全方位地展现了中
华文明发展连续性的特点，
堪称世界史学的瑰宝。这
些史书作为中华文明连续
发展的记录，代代传承、世
世研习，使中华民族的共同
记忆从未中断。

第四，作为中华文明赖
以流传的工具，文字语言从
未中断。从文字方面来看，
尽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
文相比变化很大，但由甲骨
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
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
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
的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
整。而且，不管字形发生了
多大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
同原则。这些原则如同一
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
人通过它们可以辨识古代
文字。在语言方面，古今差
异的确不小，但差异主要表
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
上，语法结构并没有发生根
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语
言方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在
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
渐发生的，后人可以沿着历
代前人的解读拾级而上来
读懂早先的古籍。从未中
断的文字语言，是中华文明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
标志。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
性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

为何中华文明五千多
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

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涉及
许多方面的原因。古往今
来，中国人民为维护中华文
明的连续发展进行了艰辛
努力，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
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重
要借鉴意义。比如，中国古
代政治人物关于创与守、得
与失、安与危、兴与亡等关
系的讨论，大多蕴含着辩证
的思想，反映出对于国家治
理的谨慎态度，虽然其根本
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统治，但
其中包含着一些不可违背
的历史法则。对这些历史
法则的遵循，是中华文明连
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
人物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
经验并提出一些理念，形成
独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
学，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哲
学反过来又推动政治发展
和文明发展，这对于中华文
明的连续发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西周统治者从
商朝衰亡中汲取经验教训，
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
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把“天
命”搁在一边，倡导以“德”
治国，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
上是较早的对历史经验的
总结和借鉴。汉高祖要求
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
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
成败之国”。唐太宗君臣经
常以短祚的秦、隋两朝为
例，讨论历史借鉴问题。中
国古代政治人物注重总结
和借鉴历史经验，这对于维
护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具有重要意义。

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紧密联系的，是一些政治人
物对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艰
难常怀深深的忧虑，所以都
十分重视“创业”难还是“守
成”难的问题。唐太宗与大
臣们讨论过这一问题。类
似的问题明太祖也强调过，
他对群臣说：“诚思天下大
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
守之”。正是这种忧患意
识，让许多朝代在开国之初
都能励精图治，推动中华文
明发展。其景象正如唐代
史学家杜佑所说：“汉、隋、
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
三代莫俦。”中国历史上，文
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
治、康乾盛世等的出现，为

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并不断
迈上新的台阶奠定了重要
基础。

中国古代史学家对于
中国历史的思考，往往表现
出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其所
体现的历史见识对于政治
人物具有重要影响，从而也
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
展。这从唐代杜佑的《通
典》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
通鉴》二书，看得尤为清
楚。《通典》200卷，旨在阐述

“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
镜”。全书分为食货、选举、
职官、礼、乐、兵、刑法、州
郡、边防九门，并以食货（经
济）为首，反映了国家职能
部门建制，强调国家对土
地、户口进行管理的重要
性。《资治通鉴》294 卷，“专
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
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入史，足见司马光深刻的历
史见识和良苦用心。宋神
宗称赞此书“尽古今之统，
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
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
林”。《贞观政要》一书因具
体地反映唐太宗君臣论政
的诸多观念、方略，在辽夏
金元时期得到政治人物的
高度重视，被诏命翻译成各
种民族文字而广为流传。
可见，清人龚自珍所说的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智
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
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等语，
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而言确
有深意，并非夸张之虚言。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作出史学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文化
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这是维护和
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
性的内在要求。在中华文
明发展史上，我国史学家们
所撰著的史学著作成为中
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
力明证，所彰显的历史见识
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新时代新征程，广大
历史研究工作者要自觉弘

扬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为
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作出史学贡献。

坚持“两个结合”，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
合’。”坚持“两个结合”，要
求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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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将中
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
智慧更好提炼出来，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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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国
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
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要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
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
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
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
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
新，进一步总结中华文明关
于治国理政的理念、经验、
智慧，使之具有现实的启示
意义，并能在与世界各国的
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
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从“述往事，思来者”到“征
诸人事，将施有政”，体现的
都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
和传统。史学之所以能够
经世致用，是因为历史与现
实是紧密联系的。新时代
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 要 强 大 精 神 力 量 的 支
撑。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出
更多精品力作，使之成为激
励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
史学院教授）（转自《人民日报》）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瞿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