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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石 琪

西安音乐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文化工程。从现代化的视域来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其

独特的意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不仅不能被“全盘西化”，而且需要坚持和弘扬其内在精神和

优秀品格。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提升国民素质和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正确认识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化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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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灵魂

所在。它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思想

为补充，以佛家思想为借鉴，在中国历史上

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它起源于远古时

期，以“人文化成”、“天人合一”和“和谐发

展”为特征，通过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

承、积淀、发展而形成，是中华文明中最具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包含

着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哲学、文学、艺

术、史学、法学、教育等各个方面。中国传

统文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

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

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

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中积淀形成的、具有独特内涵和价值取

向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社会

实践中创造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财

富。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国传统文化

都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民族在发展进程中如果

忽视了自身文化传统的作用，就会导致自身

价值观念的扭曲和文化认同的弱化，从而丧

失其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因此，必须正确

认识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传统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精

神动力。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没

有选择一条与自己国情完全相符的发展道

路。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走上了一条

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也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文化。

三、坚持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

格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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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有其深厚的历

史积淀和文化内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厚德载物的道德修

养、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和天下为公的家国

情怀，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十分宝贵的

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

追求，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实现这一梦想，必须有共同

理想和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形成了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

敢、自强不息为基本内容的民族精神，这是

中华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

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和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品格，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代表着先进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制度

价值体系的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价

值理念相融合、相沟通的结晶。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能够为实现“中

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为现代

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支

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

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从我国传统文化中

汲取智慧和营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

文化资源。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

一方面，要认真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特别是要将其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另一

方面，要深刻理解其丰富内涵，对其进行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

六、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精神动

力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根基，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

力。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传统文化曾

经遭受过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但是在当代社

会，特别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坚持实事求

是、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兼收并蓄等原

则，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赋予

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相适应，为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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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

大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智慧之源、民族之魂和精神支柱，只

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与优秀传统文

化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健康

发展。

七、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使中华民

族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软实力”作为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最早

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软实

力是指一国拥有的让其他国家产生共鸣的能

力，是一种影响力。所谓影响力，就是一国

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吸引、说服和打动他人，

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而中国传统

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如在中

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优良

传统和道德风范，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取得胜利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战略

策略和领导能力等。这些都是增强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宝贵资源。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充

分认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

重要作用，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传承

和弘扬传统文化，使其为当代社会发展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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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Sek Kei

Xi '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Xi' an, Shaanxi province 710061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complex cultural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its own unique

impl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not only not be

"completely westernized", but also needs to adhere to and carry forward its inner spirit and

excellent character.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al economy,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and national soft power. Only with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we better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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