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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此文考察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近况，以更加宏观和科学

的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在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

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将无法预测，但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当代国家战略，

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自信”、“新发展理念”等，将会伴随着国家

战略的提出而得到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也将会使得其熠熠生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的孕育下，

中国的国家战略也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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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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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a more macro and scientific cultural commu-
nication persp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ll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the fate of countries and na-
tions will not be predicted, bu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national strategy, 
such as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e”, “new development con-
cept”, will be developed by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pread will 
make its shining, and under the birt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will 
shin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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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工作要求[1] [2]。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3]。”文化的发展

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现实的国家博弈、社

会经济生活、个人的思想也起着不可更替的作用。 
从文化传播学视角来看，实施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系统工程，能够确保中华传统文化永续流

传，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蕴和底色的中国发展战略，也将会让世界看见中国发展的浓厚底蕴和光明前景。

中华传统文化在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引领一带一路倡议、筑牢文化自信、夯实新发展理念的文化

底蕴上，起到了最基本、更深层和更加持久的作用，在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

可谓功不可没。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中华传统文化依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巅，正是其在实践中和

历史长河中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结果，在未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之路上，它将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博

大精深的文化积淀，引领中华民族向前发展。 

2. 中华传统文化概述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是指夏、商、周以来至 1919 年“五四运动”[4]。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但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其内容的丰富程度远远不能用这三种思想来概括。 
对此薛明扬教授在其学术专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写到。“其实，存世的哲学、史学、文学、

艺术、医学、伦理等，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和言谈举止，我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忠孝观、义利观，无不

留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潜移默化，落脚生根”[5]。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无法分割，中华传

统文化已经融入了每个这个人的血脉，其影响力已经无法用简短的文字来概括。 
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梁国楹教授和王守栋教授所著《中国传统文化精要》却对其精神进行了

简要的概括。学术界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不同的看法，但归根结底可以用“周易”上的两句话

来概括，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也就是说，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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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的人应该效法上天，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大地宽阔而厚实，有道德修养的人应该心胸宽广，包容

万象，能承载万物。这样的精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自强不息，宽以待人的处世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彭吉象有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主张情与理的统一；道家更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主张心与物的统一；而禅宗则更多强调人与人心和谐，追求心灵的澄静，“即心即佛”[7]。正是这情与

理、心与物、人与人心的和谐统一，成为了永世长存的历史文化，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未来发展的基

石，也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精神支柱。 

3.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文化传播学困境 

文化传播环境有大、小之分。大环境指与传播相关的各种状况与条件分布在较大的空间领域，其作

用比较隐晦、间接[8]。文化传播的大环境多指全球性文化环境或社会文化环境。其形成是在历史背景下

发展形成的，研究其传播问题，能够对中华传统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有一个宏观且清晰地把握，对国家宏

观层面的政策调控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1. 全球性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冲击 

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就被迫打开大门，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而

此时，清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完全落后于西方国家，在经过一系列的政权更迭之后，共产党终于

带领无产阶级取得了伟大胜利，从此，中华民族终于“站”了起来，在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中华民族终

于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真正地“富”了起来。而中华民族最终要实现的是民族富强。2012
年，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9]这个梦想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迄今为止，中华民族为人类的进

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

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10]。外国学者同样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赞不绝口。汤因比指

出，中国的童年时期就显示出了它们天生的智力和政治才[11]。亚当·弗格森也认为：“中国的政策是普

通政府改良所希望达到的部署的最完美的榜样[12]”。 
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无与伦比的，这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也是

中华民族不能忽视的问题，清朝的为了维护统治，所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

国家，这正是种族主义的表现，只相信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最合理的，这种思想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是没

有的，但是崇洋媚外的情况还是会时有发生。这正是全球性文化带来的不良后果，全球性的文化缺少文

化认同，这才是中华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威胁，中华传统文化正在受到全球文化的侵蚀。 

3.2. 各类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 

文化与未来涉及到人类的发展问题，这是文化的最终归属，各种文化的碰撞必定带来各种问题，而

这些问题都会对人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3.2.1. 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全球性的文化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的每一个社会，这不仅是因为经济的

影响，而且是因为传统文化已经无法适应变化巨大的环境。而种族中心主义却相信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

最合理的，他们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意识，就如亚马逊印第安人一直坚持传统的文化生活，而当

外国侵略者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时，他们因为恪守传统，而不能适应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最终导致

文化的衰亡。而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原因不仅是种族中心主义的问题，还是全球性文化缺少文化认同，

导致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不能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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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结构性力量对文化的塑造 
在人类社会中的权力有几个层次。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指出，理解宏观层面上的权力是非常重

要的，因此他给出了结构性力量这个说法，即组织并指挥社会的系统互动的力量，一方面，它指引了经

济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指引了意识形态力量，而后者塑造了公众思想、观念和信仰[13]。结构性

力量不仅适合一些区域性的组织，而且也适合代表了重构和改变世界的每一个新兴国家的文化。 
政治科学家、国际安全专家约瑟夫·奈把两大世界舞台上的互动称为软实力和硬实力[14]。硬实力是

由经济和军事支撑的强制性力量，软实力是通过外国援助、新闻媒体、娱乐和学术交流等来改变人的思

想、观念和信仰。而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超过其盟国或敌国。 

3.2.3.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紧迫 
人类本身和地球资源制约着人类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许多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如人

口过剩与贫富不均、饥饿与肥胖、污染和全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到目前为止全球人口已到达 75 亿 8 千

万人，而且人口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增长，非洲以及一些新兴国家的人口增长较快，而一些欧洲国家的

人口增长率已经是负增长，这就表明，一些国家人口过剩且经济水平较低，世界各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原

来越大，一些非洲国家的孩子忍受着饥饿，而发达国家的孩子却面临这肥胖问题。人类的发展不仅面临

这这些问题，还有污染和全球性的变暖，发达国家把工厂转移到新兴国家，导致其地区污染严重而难以

治理，工厂不仅会带来产品，还会带来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的排放，这就是全球变暖的诱因，而全球变

暖带来的旱涝灾害却只能有不发达国家自己买单。正如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在 2007 年

于埃塞俄比亚召开的非洲峰会上所言：“我们在此要向这些(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你们使

得全球变暖，就相当于对我们造成了侵略[15]。” 

4. 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发展的纾解之策 

“文化传播学研究证明，人类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具有相融相通的本质特征[16]。”中华传统文化与世

界其他文化一样，具有与世界其它文化相互共享的相同特征，这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

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中华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和合”精神，也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悖”，这种“和合”精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所在，其精神也诠释了中华民族与世界

其他民族和谐共处而不相害的智慧，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所出之处。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承载了中国 5000 年来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博大精深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的深深的烙印，是中华民族永不可磨灭的象征。它包容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的生存智慧，也是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智慧源泉。而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将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指引着中华儿女不断向前奋进的方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1.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助力中华传统文化传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思想引领，而在当前这个时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新时代民族复兴的最新发展目标。习近平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7]。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要复兴中国，还

应该有一套复兴世界其它国家的体系，这套体系的建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也和中华传统文

化提倡的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豁达精神，“四海之

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等思想完全吻合。其思想不是为了中国人民谋福利，而是为了世界人民共同

繁荣为出发点，构建人类共同进步和发展的一体化思想。 
而对当前这个“地球村”来说，地球的命运掌握在世界全体人民手中，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已经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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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世界性问题也是全球所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如全球性的

“温室效应”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以及全球新冠肺炎带来的全球治理问题。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当前世界

命运是一体的，并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是在实践的检验下不断探索出来的中国智慧。 

4.2.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 

2013 年习近平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中国与东盟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18]。由此，

“一带一路”建设拉开序幕，其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理念，立足高远，构思精巧，运作模式成熟，

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发展带来了福音。 
“一带一路”倡导“和合”精神，“和合”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多元生存哲学，也是从实践

中得出来的共赢理念，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其例证之一。现代化的发展不只有一种欧美资

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还有充满中华传统智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合主义”是一种多元和

平共存的方式，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哲学，是全球治理的一种新思路和伦理价值取向[19]。《易经》

中的“和合”讲究和而不同，和而共生。孔子以及儒家思。《易经》中的“和合”讲究和而不同，和而

共生。孔子以及儒家思。《易经》中的“和合”讲究和而不同，和而共生。孔子以及儒家思想也倡导“成

己成人”，既不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牺牲别人的利益，而是讲究和而共赢。以“仁爱”思想处世是儒家

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处，而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是牺牲别人的利益而成就自己资本积累，这

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思想和“仁爱”思想完全背离，从 2008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能够看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已经趋于劣势。 
“一带一路”构建的经济共享平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舞台，经济的交融伴随的是中华传统

文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交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就是因

为其思想的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的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总

结的生存智慧，其思想不仅适合应用与中国，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其思想内涵也能够与“一带一路”

的国家共享。 

4.3. 文化自信筑牢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

文化自信[20]”。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的源泉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就能够坚

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与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充分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就是

文化自信的表现。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指出，“四个自信本质是能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21]。”这道出了文化

自信在四个自信中不可替代的属性，在 2016 年的 7 月，他强调文化自信的特点是是更基础、更广泛和更

深厚[22]。十九大报告也有言，“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3]。由此可以看出，文

化自信力量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发展进程

及生命力的坚定信念[24]。这也说明了中华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在“文化自信”塑造中的文化价值，中华

传统文化不仅有其自身的思想和文化价值的，还为文化自信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4. 新发展理念底蕴夯实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基石 

新发展理念是党在十九大之后提出的又一治国方略，是新时代时期中国发展的理念指引，它强调“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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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对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它代表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成熟[25]。而新发展理念的思

想源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是分不开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内在底蕴，彰显中国发展的生命力与中国文化的创造力[26]。 
1) 在新时代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蕴的新发展理念，是发展的科学和客观的指引。“创新”源于

中华传统文化“穷则思变”和“革故鼎新”的思想，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修昔底德陷阱”、“中

美贸易战”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困境之中，只有创新才能够引领中国的向前发展，在困境中求

“变”才是解决当前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问题。 
2) “协调”和“绿色”发展是对当前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是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举措，也是中国解决协调和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与“礼之用，和为贵”(《论

语·学而》)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协调发展的关系的体现。在道家的思想中，“天地所以能长且久

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第七章》)。”探究了万物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的道理，其长久存

在的道理在于其自然地运行着，而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提高经济经济效益。这就是“绿色”和可持

续发展的源泉，依照自然之道而行，也就是“绿色”发展。 
3) “开放”的发展理念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 56 个民族文化

交融的集合体，在长达 5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交流和融合，形成了能够包容外族文化的开放性文

化特质。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在与西域人民物质交换的同时，也让外邦领

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

是中华传统文化吸收优秀文化的体现，其开放的理念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 
4) “共享”的理念中华传统文化大同思想的具体体现。“大同”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以及中国古代

人民的美好愿景，也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礼记·礼运》认为“天下为公”是最理

想的政治制度，“治国、齐家、平天下”也是中国仕族阶级对天下人民都安居乐业的天下大同思想的体

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更是对天下人民绝对平均的不懈渴求，希望天下人民都能够“共享”美

好生活愿景的追求。 
当下，嵌入文化自信对象性基础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为新发展理念落地开始了新一轮的

价值建构与路径选择[27]。由此可知，新发展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新发展理念的文化底蕴就是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不仅使文化自信得以筑牢，也使新发展理念的提出

和实施有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孕育。 

5. 结语 

文化传播学视角下的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是传播学领域下的一个重要论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是

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兴衰，研究当代中华传统

文化的发展，就是在研究当前社会文化的发展。当前“共享”与“包容”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导

向，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与价值体现在国家实施的战略之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文化自信的塑造和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指引，这些国

家战略都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的支撑，正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和涵养使得当前中国的

发展披荆斩棘，而当前中国攻坚克难的同时，又让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得以延续，也向世界彰显出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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