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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开 一 部 中 华 万 年 文 化 史 ，
8500 年前的乐器——骨笛赫然在
目。20世纪80年代，河南省漯河市
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距今已有
近万年历史的骨笛，成为人们了解古
代音乐、古代文化、古代人类演化等
的重要见证。

翻开一部中国 5000 多年文明
史，可以看到，距今5300年前后，
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
等区域最初的文明（古国文明）相继
形成。在龙的信仰、以玉为贵等理念
方面形成共性，后来成为中华文化的
重要基因，也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
明的雏形。

建造于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
2300年间的良渚古城，随着2019年
7月6日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国际社会最终认可中华5000年
文明史的核心依据。它突破国际上流
行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
字、城市），提出了中国方案 （都
城、宫殿与神庙、大墓、礼器、战争
与暴力新五要素）。

回望3000多年前，成熟的汉字
体系依赖有更多的出土文献佐证其前
后继承关系，更多的文字文献记录传
承并传播了中华文明演进史。

不止如此。从另一个角度看，人
类远古祖先们从距今200多万年前和
距今 10万年至 5万年间两次出发，
走出非洲分别向东北、西北方向不断
行进并衍化，造就了因当地气候地理
环境影响下的文化多样性，从而形成
不同文明的现代化之路。

如，考古遗址证实距今200万年
前的中华大地已有古人类生活，周口
店龙骨山人类居住遗址，展示了距今
50万年前古人类生活场景，考古材
料显示，元谋猿人（新进考古队陆续
有新发现）、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
代表的古人类实为现代中国人的
祖先。

再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发
现，并在2006年得到确认的安徽繁
昌人字洞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时
代最早的古人类遗存之一，将中国古
人类生存时间推至距今 200多万年
前，对探讨东亚人类起源、早期人类
扩散、生存形式及早期人类演化的环

境背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见证了
安徽在人类起源与演化、中华文明起源
与形成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学术研究
价值。

此外，去年11月，安徽省考古学
会 、 安 徽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公 布

“2020-2021年安徽重要考古新发现暨
优秀考古工地”评选结果，包括芜湖繁
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合肥市巢
湖市柳家2号遗址在内的10个考古项
目成为安徽省十大考古新发现。安徽的
历史文化遗址众多，如大禹在蚌埠涂山
大会诸侯，亳州曾作为殷商早期的国
都，寿阳曾为楚国国都等。秦汉以降，
寿春一直是东南区域文化教育中心、魏
晋屯田的重点区域在两淮，隋朝开凿通
济渠（南线汴河）和整治山阳渎，对后
代大运河畅通与南北经济联系至关重
要，明代安徽人文之盛超过任何一个朝
代，徽商雄起影响至今。因此，可以
说，安徽的历史发展具有独特性与典
型性。

人类作为早期的生活种群独自演化
了数百万年，由于文明史上的交往交融
相互影响，构筑了很多的共同特征并形
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可以勘察的文明
遗迹。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来探讨
文明的多样性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科
技不断发展，技术手段不断更新，考古
变得更加精准、安全、有效，不仅可以
为我们提供更丰厚更珍贵的历史资料，
还可以参与国际考古合作 （已有 20 余
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我想，在夏
鼐、宿白、邹衡、贾兰坡、苏秉琦、张
光直、王巍、陈胜前、许宏、马萧林等
诸多先生所作出的考古成就的基础上，
可以开展更多中外文明史的比较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
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这些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凝
结于中华文明的众多精神标识和文化象
征之中，而这些标识与象征有的已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还
有许多标识与象征依靠中外学者们以不
同的视角来观照、比较并论证。作为出
版业工作者，我想这些都为我们大力开
展主题出版，丰富选题资源，繁荣出版
产业提供了广阔而重要的发展前景。

从考古看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

■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
神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把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指引
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在举旗定向、正本
清源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
新气象、迈向新征程。作为出版人，
我们应始终牢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
的光荣使命，切实完成党中央交给我
们的工作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报告明确了新
时代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发展路
径，指明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正
确方向，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长期
坚持。

这“三个坚持”是有机的整体，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文化观在中国的
新发展、新成果，是发展和繁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遵循。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我们
党倡导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一脉相
承、一以贯之，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开关，也是新形势
下处理“守”和“变”关系的科学指
南。“两创”方针与“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
方针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构成了一
个有机整体。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根本方向，是决定社会主义文化

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文化建设必须牢
牢站稳人民立场，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文化权
益，鼓励人民参与文化创新创造，促进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相统一。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历
史方位和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唱响昂
扬的时代主旋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中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
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
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针。要发扬
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
大胆探索，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
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
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
互鉴，不断焕发文化生命力、创造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竭的富
矿宝藏，也是我们的使命任务之依托。
我们讲胸怀“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与中华文明探源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也曾到访过100多
处历史文化遗址，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关
心关切这些大问题，我想是从源头上思
考并解决“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这
关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使
得传统文化与文化遗产成为出版与学术
研究互动的丰厚资源。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
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
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
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文化建设是党和人民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牢牢站稳人民
立场，自觉服从服务于大局，必须牢固
树立宗旨意识，不断强化大局观、全局
观，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统
一于文化建设实践之中。

中国出版集团作为出版“国家
队”，旗下有“三个人民”“商中三”

在新时代展现传统文化无限魅力

今年 6 月 2 日，我在现场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
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
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的

“两个结合”有了更深的体会。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马克
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本。二
者虽然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但是彼此
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是经
过实践验证的历史事实，创造了在实践基
础上会通而成的新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
在现代化进程中塑造的文化自觉。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在
5000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
化总是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潮流中、在文
明交流互鉴中不断革故鼎新，实现了自
身的创新性赓续。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提供了现代性的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创新发展提供
了中国化的根基。

“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中国共
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有了更加深厚有力的文化支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
史中走来，脚踩着坚实的大地，迈着雄
壮的步伐，展现着文化的风采，昂扬走
向光明的未来。

“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这是又
一次思想解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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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面向
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
结合”实现了二者从自发的“高度契合”
到自觉的“有机结合”的转变，造就了一
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
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
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结合”标注了我们党自觉自信的
新高度新境界。它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

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整
体的全面把握；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新征
程上具有高度的未来自信和理想追求；
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上达到了新高
度，实现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融通和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创造。

今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
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在这
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
标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指引我们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征程上的重大价
值，同时通过“七个着力”来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
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
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
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赓续
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取之不竭的富矿宝藏，传统文化与
文化遗产是出版与学术研究互动的丰厚
资源。作为出版从业者，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开放包容
的态度，推出一批重大的传统文化主题
出版项目。同时，还可以就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重大考古发现、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和非遗项目、重大古籍系统性整理
工程、中外文明比较等深挖选题资源、
拓宽研究领域，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
代华章，自觉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新时代文化使命。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
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新时代，出版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
载体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传承方式迎来了
深沉强劲的新转向和迈向多元的新空
间。中国出版集团是出版“国家队”，
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定
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担负起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
新的文化使命。

在新起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

▲ 李岩

▲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

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历史传
承有序，未曾断裂。2019年7月6日，
展示5000年前中华文明的良渚古城
遗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名录》，有力证明了四大古代文明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
国），始终延绵不绝、传承发展的只有
中华文明。

4200年前，中国进行了700-800
年文明热身赛。六个带有传统色彩的
巨人：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完
成了文明的跨越。然后是夏、商、周：前
1500 年到前 841 年（有确切历史纪
年），孔子诞辰已历2570年，他所在的
时候进入轴心时代，孔子比释迦牟尼
小14岁，死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亚

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
岁。中国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的种
族特质，我们叫龙的传人。中华文化具有
一脉相承、血脉相连的文明独特性，在人
类文明史上曾创造了无比的辉煌，形成
多个盛世。以著名唐史专家、清华大学教
授张国刚先生对一个伟大的时代——唐
代的研究成果为例，通过四个数字，说明

“开元盛世”究竟有多强盛。
第一个数字，7000万人口。人口规

模是衡量一个国度繁荣与否及其发展程
度的最直观的指标之一。这是唐玄宗天
宝年间（742—756）的全国人口数。官方
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全国人户约962
万户、人口约5288万人，学者们综合各
方面史料推测，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全

从数字看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国实际人口在 1300 万户至 1400 万
户，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口。那么，当
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
8世纪时，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
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 200 万到 300
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
才有 5000万至 6000万（西班牙 800
万，法国1600万，意大利1300万，总共
3700万。土耳其的欧洲部分800万，亚
洲部分800万，北非的人口300万）。在
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主要
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
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

第二个数字，6.6亿亩。这是唐玄
宗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唐朝的版图，
较之于汉代，又有新的拓展。根据学者
研究和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
耕地约850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

（当前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
9亩多。

第三个数字，70余国。这是《唐六
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藩国
数。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诸
国，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一些国
家，都与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
贡的政治关系。唐代鼎盛时有70多个
外交使团，3万多外国留学生，一派开
放繁荣的气象。

第四个数字，53915卷。这是开元
年间“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唐玄宗

曾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勘四部
图书。开元二十年（732）编《大唐开元
礼》，这是当时最完备的礼制巨著。此后
不久又完成了《大唐六典》的编纂，这是
最早、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著作，可
以说教化大兴。这也是反映政府机制与
效力的一个综合指标。

宋代更是一个持续兴盛的王朝，除
了上述4个指标外，生产生活技术和物
质生活水平均达到一个新高度与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 推广数字阅读产
品：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形成一时崇古
扬宋风尚，陈寅恪说中国文化造极于
宋，宋代 GDP 是唐代的两倍，近期

《清平乐》 热播也带动了 《宋仁宗和他
的帝国精英》《宋仁宗：共治时代》 等
图书的畅销）。明初编集《永乐大典》，
堪称中国历代文化典籍的集大成者，当
今《永乐大典》系统性整理工程成为国
家级重大项目，清初从辑佚 《永乐大
典》开始，广为征集民间搜藏，形成一
部煌煌大书，抄成七部分藏各地。如今
国家版本馆构建“一总”（文瀚阁）“三
分”（文沁、文润、文济阁） 新格局，
即是上承“四库全书”收藏的北四阁

（文津、文渊、文溯、文源阁）南三阁
（文汇、文宗、文澜阁）建制。

以文景之治、开元气象、康乾盛世为
代表的昌明繁盛，也是灿烂的中华文明
海外播扬的显明时代，为大量的考古发
现和史志文献所印证。

以及多个“中”字头企业这些品牌老
字号，特别是荣宝斋走过 351 年历
史，商务印书馆走过126年历史，中
华书局也度过了 111岁生日……这都
是在党的领导下繁荣发展起来的文化
出版机构。毛泽东同志在 20世纪 50
年代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历史名字要
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
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
要保存。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
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
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据逄先
知先生回忆，进北京后毛泽东让中办
图书室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图书全部买下来，甚至中华书局、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向也是他老人家
确定的。可见，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
机构有着鲜红的历史印记，传承着历
史的品格，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传
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国家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
撑。新时代下，我们要坚定文化自
信，传承中华文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导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
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柳家2号遗址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
也有重要价值。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
学。本期讲坛内容正是从考古新发现入手，讲述了从考古中所提炼、展示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并以此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产生的深刻思考。这是李岩委员近日随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赴安徽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下基层”活动中，
在安徽金寨干部学院所作的演讲，本期整理刊发。 ——编者的话

主讲人简介：
李岩，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国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著有《盛唐气象》《中国古典
散文基础文库·史传卷》等多部著述，曾获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出版政府奖先进人物奖、韬奋出版奖等。

▲ 贾湖骨笛 河南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