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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
Culture Dimensions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过程中，我们如何继承那些跨

越时空、具有永恒魅力的优秀传统文化，

如何在继承基础上创造性地转化、创新

性地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

界，让世界通过中国文化了解其背后所

承载的中国价值、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

是我们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时面临的艰

巨任务。

坚持战略思维，下定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决心

运用战略思维，就要视野开阔，紧

跟时代步伐，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观

察和处理问题。从下定传播文化决心的

必要性而言，面对全球化进程，作为现

代世界中的重要一份子，建设人类命运

共同体需要中国文化的支持和贡献。同

时，中国也需要积极参与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世界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

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利于

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认同中国，进

而支持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由此，运用战略思维，审时度势，

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构，需要下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决心。尽管世事变化，世界形势瞬

息万变，但是我们仍需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让世界了解多彩的中国、进步的

中国、团结的中国，认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认同中华民族价值观，从而为世

界呈现中国色彩，真正展现中华文化的

独特吸引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当下，我们要坚定信

心、坚守初心、坚决创新，挖掘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涵，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创造性地转化、

创新性地发展，并自觉身体力行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国精神，传播

中国价值，展现中国力量。

秉持历史思维，坚定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信心

历史思维，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

今，积极运用历史眼光认识事物的发展

规律、把握前进的方向、指导现实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文化自信，离

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

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

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 ；历

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

够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

来”。运用历史思维，清晰地勾勒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内在逻辑、

演绎规律及影响范围，为文化自信提供

充足的理由和充足的底气，使我们充满

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坚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自信。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如果抛弃了自

己的历史文化，就会陷入无本之源、无

根可循的状况，这个民族将无法发展起

来，所以重视文化的历史根源，可以为

文化传播打下坚实的历史根基。此外，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华传统文

化拥有绚丽的瑰宝，这为坚定文化自信、

坚定传播这种优秀文化的自信心奠定了

坚实的现实基础。在每个历史时期，中

华民族都展现了强大的文化创造力，留

下了灿烂的文化宝库以及辉煌的创造成

就，这种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

有助于我们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

信，提升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运用辩证思维，丰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涵

辩证思维，就是把世界看作普遍联

系的整体，全面地分析矛盾，善于抓住

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的规律。

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需要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传播内容，

用联系、发展和全面的方法看问题，善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种思维方法
任彩红

【摘要】运用五种思维方法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以及底线思维，

通过下定决心、坚定信心、丰富内涵、创造性地转化并自觉地弘扬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有助于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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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分为二，抓住重点，把握事物发展

的主要方向。

由此，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播力，一方面，需要以尽可能科学、客

观的态度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有

内涵，批判性地传承传统文化，涵养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 ；同时结合时代发展，

不断丰富其意蕴，赋予新时代内涵，推

陈出新、继承并发展，以增强其影响力、

感召力，达到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

另一方面，需要兼容并蓄、坚持特色，

既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文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吸收外来文化

的有益成果，也强调其具有中华民族的

独特性，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我

们不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以

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

族的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

激发创新思维，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创新思维要求我们突破常规，善于

知难而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方面，

理论需要在继承中被创新性地发展，需

要根据时代的实践诉求而发展，根据新

时代的变革和要求，赋予中华传统文化

新内涵，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传统文

化在形成过程中，由于时代条件、认识

水平、社会制度的局限，会呈现陈旧性、

糟粕性，需要我们推陈出新，创新性发

展，赋予其时代意蕴，增强中华文化的

感召力和吸引力。

另一方面，需要创造性转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法、手段，自觉努

力地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传播力。当下，尤其要重视网络的力量，

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结合起来，充分

运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

播方式，发挥其积极作用，充分展现我

国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化多样和谐的大

国形象，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

特色。我们期待通过激发创新思维，让

世界了解中国，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

认识中国，走进中国，为中国梦的实现

营造良好环境。

坚守底线思维，自觉弘扬和践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所谓底线，就是事物有不可逾越的

界限，强调发生质变前的临界点。在现

实中，我们需要坚守底线，化解风险，

避免最坏的结果，从坏处准备，遇事不

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努力争取好的结

果。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我们

坚守底线。

第一，从传播文化的态度上，既不

盲目自大、自吹自擂，也不妄自菲薄、

自轻自贱，而是自觉自信地呈现我国的

绚丽宝藏。第二，从传播文化的内容上，

要传播积极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抛弃

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 ；同时也要正确

处理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积极

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果，但不“以

洋为尊”“唯洋是从”，也不在文化传播

中搞“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

化”“去主流化”等。第三，从传播手

段上，不因循守旧，运用开放式的心态

积极利用一切合法的有利的传播手段，

既可利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

播，也可借助多种媒介、平台采取生动

活泼的方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

四，从传播主体而言，要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做起，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的文化修养，了解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

精神追求和特质，既不封闭僵化，也要

守住底线，立足中国现实，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履行自

身使命。

五种思维方法不是相互排斥，而是

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新时代，新气象，

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需要五

种思维方法整体性的运用。既要从世界

全局出发，下定决心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要重视厚重的中国历史，坚定

传播的信心 ；既要运用辩证思维，强调

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历史性和

当代性，也要注重创新思维，创造性地

发展和转化，为增强文化传播力奠定基

础，最后运用底线思维方法，自觉地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播力。

（作者为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 ：本文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

年科研资助项目“道德教育的价值偏移及其

矫正”（项目编号：2016jdmks0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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