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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ꎬ没有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ꎬ就不会有文化自信的问题ꎮ 文化自信ꎬ既
产生于不同文化的交往中ꎬ也源于各个民族或国家寻求文化相对独立发展的需要ꎮ 但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而

言ꎬ要在实现自身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文化自信ꎬ则是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的ꎮ 文化自信ꎬ作
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或民族自觉心理ꎬ其不是凭空产生的ꎬ它根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ꎮ 对于一个

民族或国家而言ꎬ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ꎬ固然有利于文化自信的产生ꎬ但这难以构成文化自信产生与存在的坚实

基础与根本条件ꎮ 相对于文化的悠久历史而言ꎬ文化本身的先进程度与优秀本质ꎬ更是文化自信生成的现实根

基ꎬ也是文化自信长久存在的历史条件ꎮ 在当下中国ꎬ既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而存在的ꎬ又作为中

华文化的最新发展形态而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ꎬ既是我们产生文化自信的基础与条件ꎬ也是我们自信

的文化对象ꎮ
〔关键词〕文化自信ꎻ基础与条件ꎻ中华文化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２. ０１. ０１２

　 　 文化自信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自身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心理与精神力量ꎬ
相比于其他的力量而言ꎬ其是一种“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ꎮ〔１〕 这种力量的形成ꎬ对于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久发展ꎬ具有十分重要的

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ꎮ 因此ꎬ科学地把握与认识

文化自信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ꎬ不仅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ꎬ还对于人们坚定文化自信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一、文化自信源于文化交往与文化发展

何谓文化自信ꎬ不同的人由于各自认知水平

与理解力的差异ꎬ会对其产生不同的认识与把

握ꎮ 文化自信作为文化创造主体对自身已创造

的和正在创造的文化的一种心理感受与情感体

会ꎬ彰显了文化创造主体对自身已创造的和正在

创造的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ꎬ并最终会成为其

创新文化与发展文化的深层而持久的内在动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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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ꎬ文化自信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自身文

化历史悠久与已有发展成就的自信、对自身文化

发展形态先进与富有创新性的自信、对自身文化

发展道路的自信以及对自身文化发展前景的自

信等等ꎮ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ꎬ一旦产

生了文化自信ꎬ就会坚定对自身文化发展的信

心ꎬ就会在实现自身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坚定

的意志力ꎬ不断开拓自身民族发展或国家发展的

新局面与新阶段ꎮ 在世界文化交往与国际文化

交流中ꎬ不同文化的创造主体对于自身已创造的

和正在创造的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不一样

的ꎬ坚定的程度也会大不一样ꎮ 有的文化创造主

体对自身已创造的文化和正在创造的文化有着

浓厚的文化情感与坚定的文化自信ꎬ而有的文化

创造主体则不一定是这样的ꎬ甚至有的文化创造

主体或文化民族还会产生文化自卑心理ꎮ 之所

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ꎬ是有其缘由的ꎮ 在唯物

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看来ꎬ文化自

信ꎬ作为一种社会心理与社会情感ꎬ是有其产生

与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的ꎬ当其产生与存

在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不一样时ꎬ其表现也必

然有所差异ꎮ 对于同一个文化民族而言ꎬ其在不

同的文化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文化自信也是有差

别的ꎬ当一个民族形成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与历

史条件不再具备或丧失时ꎬ其对自身文化的自信

也会随之消失ꎮ
正如文化不是无根生成与发展的一样ꎬ文化

自信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ꎮ 一个民族要对自

己已创造的文化和正在创造的文化产生自豪感

与自信心ꎬ一定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与历史

条件之上的ꎮ 在人类文化史上ꎬ文化自信作为一

种社会心理现象或社会文化心理形式ꎬ与世界不

同文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ꎮ 对于一个封闭的、与外界几乎没

有交往的民族而言ꎬ其对自身已创造的和正在创

造的文化ꎬ无所谓自信或不自信的问题ꎮ 只有当

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存在交往与

互鉴的情况下ꎬ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存在差异性以

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ꎬ人们在文化交往与文

化互鉴中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或文化不自信这

类社会文化心理现象ꎬ或者说产生文化自信或不

自信的问题ꎮ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相对于另一个

民族的文化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时ꎬ或者说一个

民族的文化相对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发展

代差时ꎬ那个创造了先进文化的民族ꎬ相比于在

文化发展形态上相对落后的民族而言ꎬ在二者的

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中ꎬ可能其对自身的文化更

为自信ꎬ而相对处于落后地位的民族在与拥有相

对先进文化的民族进行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的

过程中ꎬ可能由于被对方文化的先进性所吸引ꎬ
从而对自身的文化并没有像拥有先进文化的一

方那样充满自信ꎮ 虽然不同的文化民族在文化

交往与文化互鉴的过程中在文化自信上会有不

同表现ꎬ但对于任何一个文化民族而言ꎬ有没有

文化自信ꎬ对于其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与文

化互鉴中是否能做到积极主动是至关重要的ꎮ
文化自信的民族ꎬ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与文

化互鉴中会更加主动与积极ꎬ也更容易实现自身

文化的发展与进步ꎮ 因此可以讲ꎬ文化自信不仅

产生于不同文化的交往与互鉴之中ꎬ也是不同的

文化主体积极主动地发展自身文化的内在需求

与必然要求ꎮ
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中ꎬ虽然

相对先进的文化的创造者更容易在与其他民族

的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中产生文化自信ꎬ但这也

并不意味着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ꎬ在与文化相对

先进的民族进行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时就不会

形成文化自信ꎮ 如果文化上相对落后的民族在

与其他文化上相对先进的民族在文化交往与文

化互鉴之中ꎬ能看到或发现自身文化的比较优势

或一些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ꎬ它在与其他民族的

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中ꎬ同样也是有可能产生文

化自信的ꎮ 在不同文化的交往与互鉴中ꎬ文化自

信是非常重要的ꎬ它是民族文化能够坚持独立发

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与精神支撑ꎬ也是世界文化多

样化发展与多彩化表现的重要推动力ꎮ 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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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中ꎬ如果文化交往与文化互

鉴的各方都能产生文化自信的话ꎬ是有利于世界

文化的健康发展与多样化的ꎮ 只有文化自信的

民族ꎬ在与其他文化民族的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

中ꎬ才能更好地坚持自身文化相对独立的发展道

路ꎬ才能更好地在与不同文化的交往与互鉴中ꎬ
维护不同文化主体在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中的

平等地位ꎮ 在不同文化的交往与互鉴中ꎬ缺乏文

化自信ꎬ就很容易在与其他相对先进文化的交往

与互鉴中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ꎬ也容易造成世界

文化发展的单一化与同质化ꎮ 因此ꎬ在不同民族

文化的交往与互鉴中ꎬ坚定文化自信ꎬ才能使自

身的文化走得更远ꎬ也才能使世界文化更加繁荣

与多姿多彩ꎮ
对于一个文化民族而言ꎬ文化自信是有利于

其在与其他文化民族的交往与互鉴中ꎬ实现自身

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发展的ꎬ也显现了其对自

身所创造的文化的认同与肯定ꎮ 但在文化交往

与文化互鉴中ꎬ过度的文化自信或对自身文化的

盲目自信ꎬ则会使得文化自信质变为文化自大与

文化自傲ꎮ 而文化自大与文化自傲ꎬ则又是文化

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与历史条件ꎮ 一旦一

个文化民族在与其他文化民族的文化交往与文

化互鉴中产生了文化民族主义ꎬ其不仅不利于自

身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ꎬ也不利于世界文化的健

康发展ꎬ甚至会给自身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文化民族主

义是不同文化实体之间产生文化冲突或不同文

明实体之间产生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ꎮ 之所以

说文化民族主义会导致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ꎬ究
其原因就在于ꎬ文化民族主义不加以有效的管

控ꎬ就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文化排外主义ꎬ一
个是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ꎮ 无论是文

化排外主义ꎬ还是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

义ꎬ都是当今世界文化冲突或世界文明冲突的重

要导火索ꎮ 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ꎬ虽都

是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ꎬ但二者产生的

条件和表现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ꎮ 一般来说ꎬ对

于在文化交往与文化互鉴中文化发展形态相对

落后的一方ꎬ相较于文化发展形态相对先进的一

方而言ꎬ如果其文化自信是一种盲目的文化自信

或文化自大的话ꎬ其在与其他文化交往与互鉴的

过程中ꎬ更容易产生文化排外主义心理与行为ꎮ
此外ꎬ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是相伴相生

的ꎬ对于一个文化民族而言ꎬ一旦产生了文化排

外主义ꎬ不仅容易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与文

化互鉴中发生文化冲突ꎬ还会在自身民族文化的

发展道路上越来越保守ꎬ越来越封闭ꎬ并最终导

致自身文化发展的滞后甚至是衰败ꎮ 盲目的文

化自信或过度的文化自信ꎬ不仅构成了文化排外

主义的心理基础ꎬ也构成了文化霸权主义的心理

基础ꎮ 相对于文化排外主义ꎬ那些创造了更为先

进文化的民族ꎬ如果也对自身的文化盲目自信或

过度自信的话ꎬ则容易滋生文化霸权主义心理与

思维ꎮ 文化霸权主义不仅容易导致文化冲突ꎬ还
更易激化文明冲突ꎬ并可能使文明冲突上升为战

争冲突ꎮ 文化霸权主义对世界文化与世界文明

的多姿多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ꎮ 在文化交往

与文化互鉴中ꎬ文化自信是十分重要的ꎬ但一定

要避免文化自信质变为文化自大与文化自傲ꎬ避
免盲目的文化自信导致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霸

权主义的产生ꎮ

二、文化自信产生的坚实基础与根本条件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ꎬ“全部社会生活在

本质上是实践的”ꎮ〔２〕 作为人们社会生活重要构

成部分的文化ꎬ其在本质上也必然是实践的ꎮ 文

化作为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ꎬ其既会随着人

们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ꎬ也会随着人们实践活

动的变革而变革、发展而发展ꎮ 但文化一经生

成ꎬ也会形成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与表现形

态ꎬ并会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与政治发展形态

的辩证运动中不断演进ꎮ 作为以社会的思想、观
念、精神为基础而存在的文化ꎬ其必然会对人们

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并发生作用ꎮ 换句话

讲ꎬ文化会通过思想、观念、精神等作用于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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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活动ꎬ并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深

远的影响ꎮ 文化对于社会实践活动是起积极的

作用ꎬ还是起负面的影响ꎬ这取决于文化的本性ꎮ
不同本性的文化对于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与作

用是不同的ꎮ 如果只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的话ꎬ
在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下ꎬ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不

仅会变得丰富与精彩ꎬ而且也会更具创新性与创

造性ꎮ 也就是说ꎬ文化可能会加强或进一步增强

社会实践活动的创新性与创造性ꎬ从而加速社会

实践活动的变革与发展ꎮ 而一个能推动社会实

践活动创新、变革与发展的文化ꎬ对于创造它的

主体而言ꎬ是有利于其产生文化自信与坚定文化

自信的ꎮ 在现实中ꎬ富有创新性与创造性的文

化ꎬ就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创新、变革与发展具

有促进或推动作用的文化ꎬ而这样的文化不仅容

易让创造它的主体产生文化自信ꎬ还构成了其文

化自信长久存在的坚实基础与根本条件ꎮ 一种

文化有没有创新性与创造性ꎬ还可以通过这种文

化在社会活动中有没有产生过对自身的发展以

及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与作用的作品或思

想来确证ꎮ 在人类文化史上ꎬ产生过影响人类发

展进程的文化作品与精神产品的文化ꎬ肯定比没

有产生过这样的文化作品与精神产品的文化更

具创新与创造潜质ꎮ 富有创新性与创造性本质

或本性的文化ꎬ是可以推动社会的创新与发展

的ꎬ也是能够给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以精神指引

的ꎬ并能为人类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强大

的思想力与强劲的精神动力ꎮ 从一定的意义上

讲ꎬ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与创造ꎬ只有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文化ꎬ才能使人们对它

产生高度的自信ꎮ
世界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与创新的

过程ꎬ它不会因为某个民族文化的中止而中止ꎬ
也不会因为某个民族文化的陨落而陨落ꎮ 一个

民族的文化ꎬ只有跟上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并与

世界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一致ꎬ它才不会过于落

后ꎬ也才不会过早衰亡ꎮ 一般来说ꎬ当一个民族

的文化ꎬ从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文化变成了滞后

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文化时ꎬ该民族对自身文化的

自信也会随着其文化地位的丧失而逐渐消退ꎮ
因此ꎬ对于一个文化民族而言ꎬ要保持文化自信、
要坚定文化自信ꎬ就必须保持其文化的先进性以

及对世界文化的引领作用ꎮ 在人类文化史上ꎬ在
不同文化的交往与互鉴中ꎬ只有先进的文化ꎬ只
有优秀的文化ꎬ才是让人更加自信的文化ꎬ也是

最容易让创造它的主体产生自信的文化ꎮ 一般

来说ꎬ文化因为先进而优秀ꎬ也因为优秀而先进ꎮ
而先进的文化ꎬ一定是与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相

一致的文化ꎬ也是代表着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文

化ꎮ 只有先进的文化才是真正优秀的文化ꎬ也只

有优秀的文化才能孕育与铸就先进的文化ꎮ 当

今世界ꎬ从人类文化演进的历史形态角度讲ꎬ社
会主义文化相比于资本主义文化ꎬ是更为先进的

文化ꎬ也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为先进、最为优

秀的文化发展形态与文化表现形式ꎮ 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类型与典型发展形

态ꎬ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ꎮ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ꎬ不仅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最新发展

类型与典型发展形态ꎬ也是中华文化在当下的新

的发展阶段与最新发展形态ꎮ 在新时代ꎬ在新的

历史发展方位中ꎬ要建设文化强国ꎬ就一定要大

力发展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文化

的有机融合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ꎮ 坚

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典型形态与中华文化

的最新发展形态的自信ꎬ是我们能否实现文化强

国战略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ꎬ也是其不可或缺的

一个环节ꎮ
一个无法满足人们现实精神生活需求的ꎬ无

法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撑与智力支持

的文化ꎬ人们是无法对其产生坚定的文化自信

的ꎮ 无论是先进的文化ꎬ还是优秀的文化ꎬ只有

坚持人民至上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

和文化发展道路ꎬ人民才会更加坚信于它ꎮ 先进

的文化、优秀的文化ꎬ之所以先进与优秀ꎬ不仅在

于其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一致ꎬ代表着人类文

明前进的方向ꎬ还在于其存在与发展是以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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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利益与共同利益为中心ꎬ是以人民对精神文

化生活的真实需求为导向ꎬ是以人类的长远利益

与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ꎮ 在现代社会中ꎬ标榜得

再先进、再优秀的文化ꎬ不以人民为中心ꎬ没有广

大人民群众坚信于它ꎬ它必然会被不断前进的历

史所抛弃ꎬ被代表着未来的人民群众所唾弃ꎬ被
追求进步的世界人民所遗弃ꎮ 在唯物主义历史

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看来ꎬ文化自信不是少数

人的自信ꎬ而是绝大多数人的自信ꎬ是广大人民

群众对自身所创造的先进文化与优秀文化的自

信ꎮ 任何一种能让人民对它产生自信的文化ꎬ一
定是能够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的文化ꎬ一定

是以人民为中心来创新与发展的文化ꎬ一定是代

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未来的文化ꎮ 在当下、在
新的发展阶段ꎬ坚定中华文化自信ꎬ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ꎬ就一定要在文化传承与文

化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把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的精神生活需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ꎬ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ꎬ充
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主动性ꎬ通过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来保障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

权利与根本利益ꎮ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ꎬ其自身文化的先进与优

秀固然是文化自信产生的根本条件与坚实基础ꎬ
但如果其选择的文化发展道路出了问题或选择

了一条不适合自身文化发展的道路ꎬ其文化的先

进性与优秀性ꎬ不仅无法得到更好的展现ꎬ还会

使其先进性与优秀性在发展中遭到淹没ꎬ甚至是

葬送其大好发展前景ꎬ从而使建设与发展它的人

们失去对它的信心ꎮ 因此ꎬ要进一步夯实一个民

族对其先进文化与优秀文化的坚定自信ꎬ如何选

择一条适合自身先进文化与优秀文化发展的道

路ꎬ也是十分重要的ꎬ它同样构成了其文化自信

产生的基础与条件ꎮ 先进的文化需要先进的发

展道路ꎬ先进的文化只有在适合自身发展的先进

道路上ꎬ才能更好地展现其先进性与优秀性ꎬ才

能创造更多的文化成果ꎬ才能铸就一座座文化发

展高峰ꎬ才能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发挥更好的引领

作用ꎮ 先进文化是通过其发展道路来展现其先

进性与优秀性的ꎬ也是通过适合其发展的道路让

人们发现与体悟其先进性与优秀性的ꎮ 先进文

化只有在适合其发展的道路上ꎬ不断地体现其先

进性与优秀性、呈现其创新性与创造性ꎬ受益于

它的建设主体与发展主体才能不断坚定对它的

自信ꎮ 由此可见ꎬ先进文化所要选择的发展道

路ꎬ一定要是能够体现其先进性与优秀性的发展

道路ꎬ也一定要是能够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的道

路ꎮ 这也决定着这条道路本身也要具有科学性

与先进性ꎮ 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先进文化ꎬ社会主

义国家在建设与发展它时ꎬ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

际ꎬ从自身的国情出发选择一条适合它在本国发

展的科学大道ꎮ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在中国展

现其先进性与优秀性并获得长足的发展ꎬ只有走

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ꎬ只有走与中

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与积极元素有机融合的

发展道路ꎬ只有不断发扬与传承革命文化ꎬ才能

在中华大地上开出美丽的花朵ꎬ收获丰硕的果

实ꎬ才能使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对其充满自信与

自豪ꎮ

三、文化自信产生的其他条件

富有创新性与创造性的先进文化ꎬ固然构成

了文化自信产生与存在的坚实基础与根本条件ꎮ
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而言ꎬ文化历史的古老

与悠久也是一些民族对自身文化产生自信的重

要历史原因与条件ꎮ 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

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ꎬ对于不同的文化民族而

言ꎬ其民族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是有长有短

的ꎮ 有的民族的文化不仅历史久远ꎬ并且一直沿

袭到现在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ꎬ而有的

民族其文化虽然也历史悠久ꎬ但在发展中中断

了、没落了ꎬ因而不得不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语

言与思想ꎬ而有些新形成的民族ꎬ既没有悠久的

民族历史ꎬ也没有悠久的文化传统ꎮ 那些有着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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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文化历史的民族相比于文化历史不悠久或

文化历史相对较短的民族而言ꎬ其在文化交往与

文化互鉴中也更容易在文化心理上占据优势地

位ꎬ从而也更容易产生文化自信ꎬ特别是对那些

文化历史悠久并且在人类文化史上创造过灿烂

文明的文化民族而言ꎬ其更容易形成文化自信ꎮ
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过去ꎬ固然好ꎬ但
其无法长久地支撑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坚定

自信ꎮ 一个历史悠久并在人类文化史上创造过

辉煌成就的民族文化ꎬ只是证明了其在人类文化

发展史上曾经先进过、优秀过ꎬ但不能证明其当

下的发展形态也是先进的与优秀的ꎮ 我们不能

因为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历史上曾经先进的文化

和优秀的文化ꎬ就想当然地推论出我们正在创造

的文化也同样是先进与优秀的ꎮ 我们可以为我

们祖先所创造的先进文化与优秀文化而感到自

豪与骄傲ꎬ但这不构成我们当下坚定文化自信的

主要心理基础与文化自信存在的主要历史条件ꎮ
只要活在祖先的荣耀里ꎬ我们就无法超越祖先ꎬ
更无法创造新的文化成就ꎮ 文化自信ꎬ主要不是

因为过去而自信ꎬ而是由于当下而自信ꎬ只有当

下正在创造的文化能够在过去的基础上更上一

层楼ꎬ比过去的文化更具创造性与创新性、更具

先进性与世界引领力ꎬ它才能坚实我们自信的现

实基础ꎬ才能长久地支撑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自

信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自己民族

的文化比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更为长久而比别

人更加文化自信ꎬ或只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在

人类文化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不可复制的文

化成就就无比的自信ꎬ这种文化自信ꎬ与其说是

文化自信ꎬ还不如说是对自身文化的好古ꎬ甚至

是自大ꎮ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或人类文明发展上ꎬ沉浸

于过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ꎬ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

发展或文明发展ꎬ并不是一件好事ꎮ 在人类历史

上ꎬ就曾出现过有的民族就因为自满于或自我陶

醉于已有的文化成就或文明成果而在文化发展

或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停滞下来或停止下来的历

史现象ꎮ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

认为的那样:“停滞的文明之所以停止下来不再

成长是由于它们获得了某种 ‘绝技’ ( ｔｏｕｒ ｄｅ
ｆｏｒｃｅ)的结果ꎮ 这些‘绝技’指的就是对于挑战

的过度反应ꎬ其强度恰好越过了能够刺激文明的

进一步发展和被击败两者之间强度的临界

点ꎮ” 〔３〕在新时代ꎬ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ꎬ实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ꎬ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ꎬ就不能过于陶醉于自身文

化的历史悠久ꎬ更不能沉迷于过去所创造的辉煌

成就之中ꎮ 文化是要不断创造的ꎬ也是要不断发

展的ꎮ 过去的传统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创新性与

创造性ꎬ固然值得骄傲ꎬ但其在当下是否仍具有

创新性与创造性ꎬ是否仍具有先进性ꎬ这才是我

们更应关注的ꎮ 只有不断地保持自身文化的创

新性与创造性ꎬ只有与时俱进地不断推动文化的

发展ꎬ保持文化的先进性ꎬ才能使文化自信不会

演变为文化自大与文化自恋ꎬ才不会使自身的文

化或文明在历史的演进中停滞下来或停止发展ꎮ
因此ꎬ在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中ꎬ我们既不能脱

离文化的本身特性来谈文化自信ꎬ也不能脱离文

化产生的主体来谈文化自信ꎬ更不能脱离世界历

史的前进方向与人类文化的进步方向来谈文化

自信ꎮ 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ꎬ能否开创未

来ꎬ能否引领世界ꎬ能否创造新的文化成就与铸

造新的文明成果ꎬ才是我们在文化发展中更应关

注的事情ꎬ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否可以持续存

在与长久存在的关键ꎮ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不仅需要建立在一定

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上ꎬ也需要建立在对自身

文化的科学认知上ꎮ 对一个事物的科学自信ꎬ离
不开对一个事物的科学认知ꎬ只有科学的认知才

会形成科学的自信ꎮ 如果一个民族无法对自身

的文化产生科学的认识与客观的评价ꎬ其也是无

法形成科学的文化自信的ꎮ 对自身文化的科学

认识与客观评价ꎬ既涉及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历史

与发展成就的科学把握与客观评价ꎬ也涉及对自

身文化当下发展状况的科学认识与客观评价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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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对自身未来发展的科学预判ꎮ 文化自信ꎬ作
为社会文化心理与社会文化情感ꎬ其健康不健

康、醇厚不醇厚ꎬ与其对自身文化的科学认识与

客观评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ꎮ 健康的文化心

理与醇厚的文化情感ꎬ离不开科学的文化认知ꎬ
特别是对自身文化以及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民

族关系的科学认知ꎮ 过于拔高自身文化及其历

史成就ꎬ是不利于健康的文化心理、醇厚的文化

情感与科学的文化自信的产生的ꎬ同样ꎬ过于贬

低或矮化自身文化ꎬ也不利于健康的文化心理、
醇厚的文化情感与科学的文化自信的形成ꎮ 因

此ꎬ要养成健康的科学的文化自信ꎬ就要对自身

文化有科学的认知与客观的评价ꎮ 中国近代以

降ꎬ由于对自身文化以及自身文化与其他民族文

化关系缺乏科学的认知与客观评价ꎬ我们在与其

他民族文化的交往与互鉴中ꎬ既产生过文化自大

心理ꎬ也产生过文化自卑情感ꎮ 这些不健康的文

化心理与文化情感ꎬ对于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现

代化转型与发展ꎬ都产生过非常负面的影响ꎬ甚
至是延缓了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ꎬ在中华

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ꎮ 因此ꎬ客
观辩证地看待自身的文化ꎬ科学地认识与把握自

身的文化ꎬ形成对自身文化的正确认识与全面认

知ꎬ是有利于健康的文化自信心理与醇厚的文化

自信情感的形成的ꎬ也是有利于自身文化的健康

发展的ꎮ
总而言之ꎬ相对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

论自信ꎬ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ꎬ〔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 制度自信ꎬ 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

信”ꎮ〔５〕对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而言ꎬ“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ꎬ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ꎬ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ꎮ〔６〕 中华民族只有对自身正在

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了高度的自

信ꎬ其才能更好地做到对自身历史的自信与实现

民族自觉ꎮ 中华民族只有自信且自觉ꎬ才能更好

地为民族的发展ꎬ为民族的未来ꎬ为实现自身民

族的伟大复兴ꎬ为推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

奋斗不止ꎮ 只有坚定文化自信ꎬ才能在与其他民

族文化交往与互鉴中实现自觉自主发展ꎬ才能更

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ꎬ为人类文化与人类

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身的力量ꎮ 当下中国ꎬ
作为中华文化的最新发展与人类文化新形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ꎬ既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对

象ꎬ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生成与坚定的现实基础与

历史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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