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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4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为中国青年指明新时代的新航向，

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新时代党和政府为青年发展创造的良好条件，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青春担当，记录新时代中国青年发展事业成果、反映新时代中国青年精神风貌的重要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对青年的成长成才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奥

精微、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必须

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责任担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因此，必须充分认识青年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中的责任担当，引导青年秉承理性精神、弘扬家国情怀、坚持创新精神，自觉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学习者、践行者、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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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pril 23, 2022, the Pres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a white paper on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which points out the new direction of the new era for Chinese youth. The white paper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s the good conditions created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fully demonstrates the youth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youth for striving for 
a new journey and building a new era, records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youth development 
and reflects the important documents of Chinese youth’s spiritual outlook in the new er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you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ands at the height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
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occurred in the world for a hun-
dred year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profound, subtle and rich in connotation.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and 
achieve the effect of spring rain and moistening things sil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extract the es-
sence and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young peop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guide young people to uphold the spirit of ra-
tionality, carry forward the feelings of the country and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con-
sciously become learners, practitioners and inheritor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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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4 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为中国青年指明新时代的

新航向，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我们都更加重

视培养新时代青年，更加重视培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宣告了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还赋予了青年新的历史重任，

即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新时代，对新青年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以及自觉性的责任担当。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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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辉煌悠久的中国民族历史文化，孕

育出深奥精微的中国精神，涵养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站立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

拥有 14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文化自信绝不是凭空喊出来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自觉自知，来自于笃行实干，来自于开放包容。“求

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责任担当生成、发展并展现出不同内涵，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

有助于深化研究文化自信，并以精神形态和实践表征的方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入新活力。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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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国梦。十九大提出，使命呼唤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梦，需要各族人民凝聚力量，共同奋进[3]。
明确责任担当，是个人行为趋向社会担当合理要求的前提。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中，明确新时代青年

的责任担当，对丰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今社会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青年的理想信念、过硬本领和使命担当关系着

祖国的前途命运。习近平通过走访高校开展座谈会、与青年的谈话和给青年的回信等形式，时常引用传

统文化中的文学典故和诗词著作，引导青年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丰

富、博大精深，是每位青年成长成才的精神血液也是文化根基，习近平多次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 

2. 文化自信的“根”与“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义简析 
一个民族拥有丰厚的思想、强大的精神、活跃的创造、精湛的艺术，这个民族才能拥有高度文化自

信。那何为文化自信呢？要明确“文化自信”的含义，首先要理解“文化”和“自信”两个基本概念。

所谓“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观念和言行的诚实，无可置疑，靠得住的信念的一种表现。

而“文化”的概念在国内外很多学界都有解说。在《周易·贲卦》中“文化”指“人文化成”，俨然就

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代表了整体智慧和精神力量的承载者；文，代表文字与文明；化，意

味着演化、教化、转化、同化等；成，则是养成、形成、结果等；天下将世界范围内的个人和社会达到

了有机统一，因此，“文化”这一概念也就指人化[5]。习近平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6]这是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主要内容的高度凝练，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本质，顺应时代的发展，符合现实国情。 
所以，一般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以及公民个人对于自身传统文化价值和精华的充

分肯定和集体认同，并将其作为行事的准则，给予了传统文化强大的信心和期待，当个人对自身民族文

化有信心，才能鼓励发展勇气，激发创新和创造性活力。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 
任何文化都是由时间和实践的堆砌而流传下来的，因此文化都具有历史性的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也不例外。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其内涵的阶段性特点，特定

的物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是呈现阶段性特点的根本原因，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

同的内涵外延[7]。 
另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在既定的历史阶段孕育成就的文化，既然文化具有历史性，那就意味着不

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具有先进性和滞后性的问题。历史的不断演进代表着之前的文化可能不足以解决新发

生的问题，必然推动文化的嬗变。将中华传统文化映照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用历史的眼光总结过去开

创未来，将文化的根源用历史的脉络进行梳理，同时用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为国家的

建设、社会的进步、个人的成长提供理论依据。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 
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文化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进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远古文

明到步入新时代，五千年的文化演变，呈现出深远的时代性特点。 
步入新时代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和青年成长成才的需要，为青年自觉学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目标是与“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发

展目标相一致的[8]。党中央历来重视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问题，多次强调将文化建设贯穿到治国理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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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思路中去。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当前正高昂奏响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旋律的文化

音符，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特征，才足以在每个新的时代薪火相传，始终保

持文化活力。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具有文化多样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充分发扬民族特色，党和国家事业

才有更深层次的力量，人民群众才会更加有参与感和满足感[9]。多样文化推动文化的沟通交流，促进文

化创新。各个地域之间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文化间不断融合发展，促进形成了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继承和升华。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的核心内容便是价值观。在不同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都会存在差

异，但文化能够通过科学先进的价值导向，引导人们的意志，情感，行动等，使其形成一定的适应社会

环境的主流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其

文化积淀和精神基因的反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是国人

情感凝结的精神纽带，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概括和提炼，是我国当代社会居于统领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它明确了国家的

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价值准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10]。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的延续，二者在内在上是统一的[11]。 

3. 新时代青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加强文化自信 

(一) 新时代青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加强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步入新时代以来，国内形势迎来新变化，推动党的文化建设工作进入新阶段。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发

展实践对习近平青年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机遇。新时代以来，青年作为人民中的特殊群体，对于精神

的极大丰富有着更迫切的需要，所以习近平对文化领域的改革更加深入，对青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文化

宣传等都有了新的安排部署。为了满足青年对艺术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党和政府对文艺创作、

文化产业等领域进一步创新发展，大胆探索，为青年提供全方位的思想文化引领工作。站在新的历史征

程上，科技与文化的结合越发深入，一系列“黑科技”涌入日常生活中，例如“物联网、5G 技术、人工

智能等”这些科技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媒介。在此基础上，瞄准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设符合社会发展的文化建设方略——站在青年的角度，由此推动了习近平青年观的更深层次发展。 
由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需求，青年作为社会最先进、最活

跃的群体，对于新兴事物的好奇也更加强烈。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深深改变了文化交流环境，网络成

为了意识形态、各类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展开竞争的主阵地，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的文化建

设工作。新时代青年是伴随互联网成熟发展的一代，也是深受网络影响的一代，重视青年的价值观培养

和意识形态建设也就成为文化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新时代的深入发展，对习近平青年观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了挑战。随着国内不

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不断涌入国内，同时青年的主体意识

增强，思想更加多元化、个性化，面对多元的社会主流思想、不同阶层的观念以及不同群体间的价值思

想的冲击和碰撞，其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封建、落后、迷信的糟粕思想[12]。不可否认的是，青年的个性

化、主体化意识增强是时代发展进步带来的积极影响，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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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的文化体系还未形成足够完善稳定的状态时，蜂拥而至的各类思潮会使青年本身就脆弱的价值体

系受到破坏，甚至出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摒弃和认同感降低的想法。着眼当下，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开垦，这是我们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13]。 
(二) 新时代青年如何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加强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4]这一重要命题意味着，培养时代新人

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性伟大改革，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队伍。作为生力军的青年一代应以

复兴民族为己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参考文献，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观准则，

凝聚青春力量，谱写宏伟的中国梦华章。 
青年一代只有坚守初心和使命，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巩固精神素养，以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为人

生追求，这样才能使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实现一步步的接近。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战略必须紧紧依托马

克思主义青年观，关注青年的全面发展和人才培养建设问题。关于青年的全面发展，习近平从理想信念、

创新本领、责任担当三个方面提出重要精神指引，由此推动青年人才队伍培养建设工作。党始终聚焦青

年、依靠青年，青年的成长成才关乎着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在关于青年的培养中，党对青年思想教

育十分重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青年、培养青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为习近

平青年观输送文化营养，推动理念的思想深入。 
第一，青年正处于汲取科学文化知识的关键时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是进行一切社会实践的基础，

自小就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在知识更新迅速的新时代，孜孜不倦的

读书学习就能够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思维，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15]。 
第二，青年要讲究学以致用，将个人学习与社会建设紧密相连，通过学习为社会更好的服务，并且

在服务社会实践的同时检验自身学习成果，从而找到不足提升自己，实现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统

一[15]。 
第三，青年需要自觉地发展创新意识和创造思维。智能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带来机遇，一方面也对青

年提出了挑战，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创新人才，但如果固步自封无法紧跟社会创新潮流，就会被社会淘

汰，这也促使青年不断新知识面、广聚创新眼光[15]。 

4. 小结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的精神财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是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强大底气。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上，我国还亟需进一步进行深入改革，这就要认识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必须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的基础上，将其价值予以挖掘，并将其

中蕴涵的精神内涵真正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自信，切实有效地获得大众支持。总之，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自

觉和自信，就要建立在对文化的发展繁荣的基础上，确保能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历史赋予使命，时代呼唤责任。青年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自觉肩负历史重

任是新时代的要求。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的回信中，习近平勉励广大青年“不惧

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16]青年有责任、有担当意味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意味着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社会主人翁意识，意味着不怕艰难险阻、勇于拼搏的精神，

以小我的绵薄之力服务社会、奉献社会，贡献青春智慧，绽放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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