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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魅力来自文化自信
辽源是片文化沃土，有

很多非遗文化、优秀民俗和
乡土文化被挖掘、保护和传
承，并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孜
孜不倦地创新求索，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以“塑造地域文化
体系、建设特色文化名城”为
目标，大力推进全市文化产
业和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我市一直以培育文化企
业为核心，推动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突出历史民俗、
影视旅游、文艺演艺、创意设
计等重点领域发展，培育一
批主业突出、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骨干文化企业，以梅花
鹿文化、东辽河文化、矿山文

化为主线的县（区）文化，其
产业蓬勃发展。显顺琵琶学
校、关东盛京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东霖草编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等文化骨干企业初具
规模。琵琶又称“批把”，是
我国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民族
传统乐器，被称为“民乐之
王”“弹拨乐器之王”。最早
见于汉代刘熙《释名-释乐
器》。到了唐代，琵琶的发展
出现了一个高峰。当时上至
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唱都
少不了琵琶演奏，成为当时
非常盛行的乐器。如今，辽
源琵琶走进维也纳金色大
厅，显顺琵琶学校培养出大
批琵琶高端人才。每届辽源

琵琶艺术周，都有国内外众
多知名琵琶演奏艺术家登台
演奏，吸引众多琵琶爱好者
竞显才艺，打造享誉全国的
文化品牌。除此之外，辽源
东丰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
独具魅力的鹿业文化发展
史，日益吸引着世人的关
注。1992年，全国政协常委
溥杰先生亲自题词“神州鹿
苑”，寄托了他对鹿乡发展的
殷切希望。

这个拥有浓厚文化底蕴
的城市，必将吸引更多青年
人来到辽源，在琵琶声中汲
取文化精髓、在东辽河畔感
受历史脉搏，让这座文化之
城展现出新时代的魅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下，我国的文化自信体现在各个领域。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国风少年以地为画、
踏墨而舞，“一抹丹青”将时光拉回千年前，全景立体影像构筑的拱宸桥跃然于大运河之
上，栩栩如生。在亿万双目光的瞩目下，中华传统文化仿佛“活”了起来，向世界传递着中
国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示了独有的“中国式浪漫”。

一个城市文化自信的展现造就了其独有的魅力。近年来，我市一直把彰显文化自
信、做好传统文化品牌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无论是琴声悠扬的琵琶、独具地域特色的剪
纸画，还是举办蕴含体育精神的各种赛事活动，不仅充分发挥了地域特色、打造了独具魅
力的城市名片，同时让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多地融入到百姓生活，在全社会形成了参与
守护、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

步入新时代，我们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需要多样的文化交流互鉴舞台、多元的国
风元素沁入，让每个人能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全面营造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如今最为火热的话题，莫
过于杭州亚运会体现出的独
特的中国气质。杭州亚运村
的中秋主题日体验活动精彩
纷呈：花灯制作、团扇作画、制
作月饼，古琴、昆曲、点茶、西
湖中秋赏月雅集活动广受欢
迎。各场馆内，新一代数字技
术广泛应用，智慧运营赋能赛
事活动。场馆之外，新能源汽
车优先使用，户外项目呈现生
态之美，成为众多网友津津乐
道的话题。可以说，透过“中
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
的体育盛会，既能看到中国的
时代风采，又能感受中国深厚
的文化底蕴。

去年的北京冬奥会，一
眼入画的《只此青绿》，让观
众大呼要再看亿遍。原来，
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传统文
化。开幕式上的黄河之水天
上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用
中华传统文化为世界留下别
样奥运记忆。衣服印有中国
龙、雪板上刻着龙纹、拿下中
国雪上项目首金的谷爱凌骄
傲地说，要把中国元素带到
世界、带到自由式滑雪中；无
独有偶，中国女子冰球队守
门员的腿板上，赫然也是两
条金龙。当年的“冰墩墩”在
国内外更是圈粉无数，很多
网友买到冰墩墩之后，会特

别发一条朋友圈或者抖音短
视频向亲朋好友“炫耀”，并
附文道：我也是有“墩”之人。

事实上，传统文化元素
“占领”舞台，并非是一时“兴
起”，而是源于全社会对传统
文化的日益青睐。当传统文
化以恰当的表现形式呈现于
世界级体育盛会中，让所有
人都看到富有生机活力、内
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让
世界透过文化读懂中国。

如今，运动健儿们在亚
运会的赛场上，赛出了新高
度、拼出了新成绩，进一步向
世界展示了自信、包容、进取
的中国形象。

从体育赛事看文化自信

将云肩、马面裙等汉服元
素融入学士服，穿汉服参加毕
业典礼；唐诗宋词编歌成曲
朗朗演唱成了新潮流……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
国风“圈粉”。厚重的文化不
再是尘封的历史，转而开始
变幻出更多姿态，走进年轻
人的生活。

小伙子一身白衣，衣袂
飘飘地拿着折扇，走过街
头；身着汉服的姑娘，盘发
古簪一步一摇，走入人潮。
传统服饰以及盘扣、水墨渲
染、旗袍斜襟、立领等国风
元素已融入到日常穿着，成
为穿搭新浪潮。哪怕走出
国门，也能看到这样的身

影，国风成为“00 后”的“大
众文化”。国风何以成热
潮？应该说，现在年轻人的
关注点不仅局限于国风文
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更在于
蕴藏在国风潮流背后的深
厚历史文化底蕴。彰显深
邃智慧的四书五经，展示高
超技艺的玉器青铜、丝织布
匹，蕴含高雅趣味的琴棋书
画，这些数不胜数的文化元
素随着岁月流转融入中国
人的血脉中，成为推动国家
和民族不断前行的重要力
量。某种意义上，国风正是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
种传承和弘扬。透过“火出
圈”的国风热潮，我们可以

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
年群体中走红，是青年一代
主动向大众、向世界展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态
度，这无疑体现了他们对中
国文化的价值认同、情感认
同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
灵敏的晴雨表，是整个社会
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
力量。”对于国风文化以及背
后年轻一代的坚定自信，让
人欣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
到，相关文化内容在互联网
上良莠不齐，迫切需要加强
对国风文化发展的价值引导
和约束规制，推动国风文化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彰显文化自信 国风“圈粉”年轻人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如果
说，中国文化如同一棵参天
大树，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好
比大树的根。历史和现实都
表明，一个抛弃或者背叛自
己传统文化的民族，是不可
能发展起来的。辽源职业高
中教师王丹说：“现在各种以
新颖方式出现的传统文化越
来越受年轻人的喜爱。但在
这之前也不乏一些孩子们热
衷于过‘洋节日’，希望更多
的年轻人要注重传统文化。
要知道，今天，我们重视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
然成为了命运共同体。其实
在古时，董仲舒就曾提出‘天
地人，万物之本也’，这种文

化基因浸润在中国社会的深
层肌理之中，蕴藏着大智慧，
直到 21世纪，仍能让今天的
我们受益无穷。”所以，弘扬
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我
们应该让传统节日“留下
来”、火起来，让传统文化深
植于内心。

传统文化是中国文脉之
根。让年轻一代在潜移默化
中学习传统文化、接受传统文
化的浸润非常重要。一位青
年导演曾说：“传统文化对中
国人来说就像水，我们或许意
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没有
她，生活将寸步难行。”让孩子
们从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让他们的内心始终保持温润
和自信，这将会是他们一生的

财富。近年来，很多教育界人
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让传
统文化源源不断地走进校
园。在学习古诗词的同时，让
孩子们了解二十四节气，知
晓干支纪年法，让孩子们知
道中国原来有那么多有意义
的传统节日、有那么多有趣
的民俗，在学习传统文化的
同时，学习蕴含其中的古人
的大智慧，这便是一种珍贵
的传承和延续。

文化需要继往开来。当
我们向过去致敬的同时，我
们更需要展望未来，希望不
断地有新人的加入，来延续
传承的火焰，这样才能让我
们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长
久不熄。

让传统文化的热度不断增温

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提
供了丰厚给养。如今，在新
时代的大背景下，传承并创
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切
入点。长期以来，我国十分
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并在“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
指导下，优秀传统文化取得
了良好的发展效果。

中华文明延续着国家和
民族的精神血脉，既要薪火
相传、代代守护，也要与时俱
进、推陈出新。党中央曾明
确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
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

代风采。同时还强调：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因此，我
们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
下，积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
发展，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
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
相协调，把超越国界、富有魅
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
神弘扬光大，推动中华文明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
活其生命力。现在社会网络
技术发达，对于传播传统文
化也是很好的发展机遇。让
网络技术与传统文化传播相
结合，丰富传播方式，让传统
文化传播得更远、更广泛、更

深刻。例如每年清明节，政
府倡导网上祭祀，通过在线
上献花、点蜡烛来寄托对亲
人的哀思。这不仅弘扬了传
统文化，还创新了传播方式，
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传承是基础，没有传承
的文化就没有根基；创新是
生命，没有创新的文化就没
有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
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独有的价值内涵，不断
厚植文化自信的历史根脉，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能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彰显
中华文化之美，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
感和认同感，形成向上向善
的社会风尚。

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树立文化自信
引领时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