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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总是

以文化兴盛为重要标志。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关系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关系着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

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全面提升

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良渚、宋韵、诗词、丹桂……携五

千年文明之光而来的杭州亚运会，以

一场东方美学盛宴深深吸引了世界

目光。

展江南韵、扬中华魂，“人文亚运”

向世界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魅力，成

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动体现。

大国发展既是硬实力的发展，也

是软实力的提升，中华文化是我们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

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再到仁者爱人、以德立

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

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

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

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

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

出来。

长城、长江、黄河等是中华民族的

重要象征；三山五岳有深厚的人文内

涵；丝绸之路反映了文明交流互鉴；陶

寺、二里头、殷墟等历史遗迹，反映着

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国

人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

生动体现，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

依托。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

慧营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

途径，有助于向世界传递中国精神、

彰显中国价值，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

向世界。

党的二十大前夕，重大文化工程

《复兴文库》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记

为这部皇皇巨著作序，勉励要“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萃取历史精

华，推动理论创新”。

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第二

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

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

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

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

仅要再现中华文明的本来面目，彰显

其历史价值，更要彰显其贯穿古今的

当代价值，帮助世界更好更深入地了

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故事，精

彩的中国需要精彩的讲述。

“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

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

有这个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

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

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

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

《流浪地球》《山海情》等影视作品

全球播映，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扬帆出

海，“中国有约”“打卡中国”等活动让

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广……

这些中国故事之所以赢得海外

受众青睐，正因为寓理于情、情理

交融，把“我们的故事”变成“世界

的故事”，生动展现全人类共同情

感和价值。

情感互通，才能打动人心；价值共

鸣，才能传播深远。讲好中国故事，要

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不断增

强共情感、同理心、亲和力，努力让有

温度、有深度的中国故事实现与世界

的“共情共振”。

2023年 11月 24日，习近平主席

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

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

当代中国之学。”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

中国文化、研究中华文明；读懂中国

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渐成国际

共识……

传播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功，是“讲

好故事”。话语的背后是思想，讲好中

国故事，要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

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让

中国故事更加生动、中国形象更加鲜

活、中华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第 75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引发广泛

关注。

海外人士普遍认为，这部著作有

助于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进对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的认知。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

共产党。”中国故事最精彩的主题，就

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

我们既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事实，也要展现中国共产党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

同的伟大情怀，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

宣传阐释，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

中共观、中国观。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
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
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

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

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贡献。

第五届世界媒体峰会上，《新时代

人文经济学》智库报告向全球发布。

报告总结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

中，以人民为中心、文化与经济交融互

动的发展新范式。

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

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道路、中国方

案，更加渴望了解中国智慧、中国经

验。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

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需要全新的表

达方式。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就是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采

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

们想讲的”变成“受众想听的”，着力提

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

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

际舆论引导力。

2023年金秋十月，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

遇属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世

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

好”的深刻内涵。

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就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

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

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就要完

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

和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让中

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

解中国。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

语就要挨骂。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

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掌握了话语的主导权，就掌握了

中国道路的定义权、中国精神的阐释

权、中国形象的塑造权，从而占据文化

传播和舆论斗争的制高点。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学科体系、价值体系、美学体系，加强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打造具有强

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

新型主流媒体，努力形成同我国综合

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

权，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一个大国发展兴盛，必然要求文

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实现软实力和硬

实力相得益彰。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

文化条件，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谱写

民族复兴新华章。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

史竞男 杨湛菲 王明玉）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十

【目标】“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天津市考察时指出

【坐标】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城墙
永宁门

文物巡查管理员寇重辉这几天

特别忙。

“2月2日，西安城墙景区将在永

宁门点亮龙年花灯，我们要加紧对这

段城墙进行巡查。”寇重辉有着 8年
的“巡城”经验，“重点是提前干预、降

低风险，比如当监测到地铁某一段震

动频率对城墙可能造成影响，我们就

会要求地铁行至这一段时减速。”

8000多个监测点位守护着城墙

的安危，确保附近各种活动都在不超

过城墙最大承载量的情况下展开。

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的西安

城墙全长13.74公里，是中国现存历史

最悠久、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古

代城垣建筑。仿佛一位坚毅威武的卫

士，千百年来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年近七旬的西安市民张培林还

记得她青年时代西安城墙的样子。那

是大约半个世纪前，西安城墙的墙体

残垣断壁、墙头杂草丛生、墙根堆着垃

圾。永宁门是西安的主城门之一，虽

然保存较为完整，却也斑驳衰败。

如今，永宁门已不是张培林记忆

中的模样。清晨，吊桥缓缓放下，金

甲武士从城墙内阔步而出；傍晚，城

门周边华灯绽放，络绎不绝的游客在

这里“打卡”留影。每年，这里都会举

办城墙马拉松、新春灯会、非遗展演、

健步走等文体活动。

十多年时间、6万余张照片，西

安市民韩存枝用镜头记录了西安城

墙的变化。一开始聚焦景，见证了护

城河水由浊到清，环城公园由乱到

治。如今她更爱拍人，记录游客汉服

飘飘、花钿灼灼，年轻人在城墙上跑

步、骑行，似与千余年前的古都隔着

历史长河于此相约。

从军事防御设施，到国宝级文

物，再到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空间。

城门之变折射保护理念之变。城墙

内，是老西安的烟火人间；城墙外，是

现代城市的流光溢彩。完整贯通的

城垣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共生。

张培林爱在城墙脚下的环城公园

散步，说起西安城墙她如数家珍：“长

乐门、安定门、永宁门、安远门，是西安

城墙四个主城门的名字。各取一字便

合成‘长安永安’，这正是中国人千百

年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目标】“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
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2023
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
指出

【坐标】江苏省苏州市平江路

早晨7点多，平江路刚刚苏醒。

58岁的姚志俭帮 5岁的小孙女

梳洗打扮好，吃好早饭。从东升里出

发，沿着清澈河道，穿过高矮古树、经

过错落老屋，祖孙俩手牵手步行 10
分钟，来到幼儿园门口。

短暂的上下学路上，姚志俭总会

和小孙女讲起平江路上的风云：钮家

巷 3号是清乾隆年间状元潘世恩故

居，大儒巷是为了纪念明代大儒王敬

臣而命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故居在

顾家花园……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平江

路全长1606米，北接拙政园，南眺罗汉

院双塔。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有各级文

保单位20处、控制保护建筑45处，被

称为“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

阮湧三出生在苏州钮家巷。年

近八旬的他带领着年轻人探访老街

老巷，推开一扇扇门，拜访一个个久

远的故事，悬桥巷、狮林寺巷、传芳

巷、东花桥巷、卫道观前……实地走

访，让记载在书本上的历史变得立体

而鲜活。

既是受益者，也是传承人。姚志

俭与阮湧三，作为至今仍居住在平江

历史文化街区的 1.3万原住民的代

表，身上体现着古城苏州对待历史文

脉的态度。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

不仅要护住物，还要留住人，更要涵

养文化的魂。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

藏身平江河畔的琵琶语评弹艺术馆，

慕名而来的年轻人络绎不绝，只为听

一曲吴语《声声慢》。一小时节目，两

组演员 4个人，每天演出 6到 7场，几

乎场场爆满。

“叮铃铃……”上课铃响起，紧挨

平江路的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每周五

下午的社团活动开始了。昆曲、评弹、

竹刻、碑拓等非遗主题社团多种多样，

在学生心灵深处播下传承的种子。

“物”的保护、“艺”的传承、“人”

的培养……平江路充沛的文化张力

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们。据统计，

2024年元旦假期，平江历史文化街区

日均客流量 11.4万人次，比 2023年
元旦假期上升234%。

【目标】“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
和当代相得益彰”——2020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坐标】山西省平遥古城

1月 26日，王龙飞在朋友圈发

了一条信息，庆祝平遥古城基础设

施提升改造项目顺利通过现场竣

工验收。高兴的不仅有他这个项

目副总指挥，还有至今仍生活在古

城内的人们。

58 岁的杨晓东住在窑场街 37
号，15年前他修缮了家里三进院落

的历史建筑，开了一家民宿客栈。之

前，他家门口的下水井一到夏天就返

味儿，旅游旺季时断电、水流小等问

题给生活带来不便。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家里

能洗热水澡，有水冲厕所，还有空调

制冷取暖。”杨晓东说，每到夏天他喜

欢坐在四合院里喝茶乘凉，和游客们

聊古城的前世今生，谈到兴起时会自

豪地强调：“我们的古城还是一座

‘活’着的城。”

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

一。经过2800余年洗礼，2.25平方公

里的古城内保存着 300余处文物、近

4000处传统建筑。青砖黛瓦的古城

里，大量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活态

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遥城墙

得到抢险加固，历史建筑陆续得

以维护，古城违建整治长效机制

建立。与此同时，一项项民生改

善措施扎实推进：古城外围建成

迎薰公园、停车场、游客服务中

心；古城内清零商户燃煤锅炉，修

建现代化旅游厕所，实现垃圾分

类收集；电力、通信、给水、雨水、

污水等综合管线提升和道路改造

工程逐一完善。

古城在保护中岁月静好，文化在

发展中日益繁荣。平遥城墙外大型

室内情境体验剧《又见平遥》上演着

晋商的信义传奇；平遥牛肉和推光漆

器 2023年实现产值 29.6亿元，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产业化中发扬光大；

2023年古城接待游客 909万人，门票

收入1.2亿元……

平遥古城是沉淀的历史，也是

“烟火气”的现在；是故乡人心中的乡

愁，也是外乡人眼中的风景。“活着的

古城”见证历史与当代相得益彰，也

传递出守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历

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记者手记】

如何让古城传承历史文脉、近悦

远来，除了一丝不苟保护、原汁原味

承袭，西安永宁门、苏州平江路和平

遥古城的人与事给我们提供了新的

思考。

历史文化街区有边界，历史建筑

有形态，但文化的浸润和熏陶却是无

形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都能从

中品出诗意与雅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爱惜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不仅要在物质

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

好”“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

相得益彰”。我们在采访中深切

地体会到，总书记深刻指明了对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方法，也

让每个中国人都将传承、传播传

统文化的重任浸润心间，优秀文

化的精华神髓必将在人们的内心

永久留存。

城市因人而生动，要实现习近

平总书记擘画的目标，不仅要留住

古城的“形”，更要传承内在的

“神”，形神兼备、心领神会，方能生

生不息。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

刘亢 蒋芳 杨一苗 王学涛）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古城近悦远来的故事
历史是城市的记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为古城保

护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一座城门、一条老街到一座古城，古韵悠长、近悦远来的故事里，洋溢着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相

合的文化自信。

国台办：

民进党如不思悔改，
只会把台湾推向
更危险境地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刘明洋 刘欢
王承昊）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31日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应询表示，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充分表明，要

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疏

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岛内主流民意。选举落幕

后，广大台湾同胞希望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担忧

民进党继续谋“独”挑衅、加剧台海形势紧张动

荡。民进党如果不思悔改、背离民意，继续走谋

“独”挑衅的邪路、走两岸对抗的老路，只会把台湾

推向更危险境地。

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束后，岛内出现了外资

逃离、新台币贬幅扩大等负面经济效应。有舆论

认为，赖清德当选恐增加台湾安全风险，外资“逃

离潮”充分反映外资的不信任与紧张。对此，陈斌

华答问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这反映了

外资对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继续谋

“独”挑衅，加剧台海形势紧张动荡，从而损害其切

身利益的担忧。

有记者问：赖清德当选后，岛内社会对经济发

展前景感到悲观，担心《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ECFA）中断会严重影响岛内工商业发展，大

家只能过苦日子。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指出，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早已证明，两岸关系好，台湾才

会好；也早已证明，ECFA是一项造福台湾同胞的

好协议，是岛内各界在乎的“好康”，绝不是民进党

所污蔑的“毒药”。两岸一家亲，亲望亲好。没有

人比我们更希望两岸关系好，希望台湾同胞能过

上和平、安宁、富足的好日子。至于ECFA能否继

续生效实施，端视民进党当局推行什么样的两岸

政策路线，包括能否正视民意关切，采取切实举措

解除对大陆歧视性贸易限制。

近期，台湾首批一年期的义务役新兵入伍，

此举在岛内引发的抱怨和批评声不断。对此，

陈斌华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推出义务兵役期

延长至一年后，岛内怨声四起、抨击不断，说明

这一行为不得人心。民进党妄图“以武谋独”，

让台湾青年充当“台独”炮灰，其心可诛。“台

独”一日不除，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只有摒弃

“台独”，台海和平才能得到切实保障，台湾百姓

才能安心无忧。

陈斌华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还表示，我们不放

弃使用武力，针对的是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和外

部干涉，绝不是针对大多数台湾同胞。民进党继

续在台湾当权，升高了台湾各界包括普通民众对

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甚至擦枪走火的担忧。这说明

大家对民进党的“台独”本质有越来越清晰的认

知。反对“台独”的态度越鲜明，制止“台独”的行

为越坚决，台海和平稳定就越有可能，大家也才越

能安心。

民进党当局日前成立所谓“认知战研究中

心”，反制所谓“认知作战”。对此，陈斌华表示，

民进党当局成立这个所谓中心，是为进一步操弄

“认知作战”，目的是把谎言编得更圆，把对手整

得更惨，把选票骗得更多。相信广大台湾同胞已

经看穿。

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
停止打压限制
中国赴美留学人员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邵艺博 薛昱婷）针对

有关近日再次有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时遭无端滋

扰、盘查、遣返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1日
表示，美方有关行径是披着执法外衣的歧视性、政

治性执法，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以所谓“国家安

全”为借口打压限制中国赴美留学人员。

据报道，近日再次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华盛

顿杜勒斯机场入境美国时遭盘查，美方执法人员

反复询问当事人政治背景和科研情况，以放行为

条件要求当事人提供中国政府内部信息，在当事

人拒绝后对其作出注销签证、不准入境决定并强

制遣返。

汪文斌在 31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

关提问时表示，一段时间来，美方基于政治目的频

繁对中国赴美留学生实施无端滋扰、盘查、遣返。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2023年
11月底以来，至少有 8名持合法有效证件的中国

留学生被美方无端滋扰、盘查、遣返。美方执法部

门有关行径严重侵犯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严重

干扰中美人文交流和人员来往，严重违背中美元

首关于加强和便利两国人文交流的共识。中方已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

汪文斌说，美国自诩开放包容和学术自由，号

称“科学无国界”，却将学术研究政治化、武器化，

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大肆打压迫害中国留学生，

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和基本人权，制造“寒蝉效

应”，毒化中美人文交流氛围。近期案例中，美方

执法人员更是毫不掩饰地对受害者进行语言诱导

和渗透拉拢，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美方这

种行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底线，是披着

执法外衣的歧视性、政治性执法，最终也将损害美

国自身形象。”

“我们敦促美方落实好拜登总统的表态和两

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立即停止以所谓‘国家安

全’为借口打压限制中国赴美留学人员，切实保障

中国在美学生学者安全和合法权益，为中美人文

交流和人员往来排除干扰障碍。中方将采取坚决

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汪

文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