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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党中央推动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战略决策，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

全新探索，彰显了党中央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瞻远瞩的文化站位，凸显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光辉

灿烂文明和中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是现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国家文化公园凭借着特

殊的作用方式在政治引领、隐性教育、文化传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新时代需要回答

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如何发展创新才能培育出具有显著优势的文化产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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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s a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promote the preservation,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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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ra. It represents a brand-new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demon-
strating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forward-looking cultural stance in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
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highlights the splendid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anning over 
5000 years and China’s strong cultural soft power, serving 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esour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play a unique role in 
political guidance, implicit educ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ublic service.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answer how China’s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can develop and innovate to cultivate cultural 
industries with significant advantages, meet people’s grow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pro-
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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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
这种自信源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潜力，是对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道路自信的重申，也是对中华

文化独特魅力和世界意义的宣示。国家文化公园是在民族复兴和文旅融合的复调背景下，由党和国家统

筹设计、推进实施，为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弘扬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文化工程，是我国首创

的新生概念。繁荣的文化事业和发达的文化产业提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有着怎样的建

设意蕴、功能范式以及如何在新时代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样式形成中的推动作用，并

将其精准落实到文化建设的工作实践之中，是时代新难点和新命题。只有深度探赜才能明晰国家文化公

园的建设初衷和长远战略目标，进而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有益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学理依据。 

2.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意蕴 

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肇始于欧洲文化线路和美国遗产廊道，是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既

有经验基础上，又结合本国文化特色和发展需求的取舍与腾越。“国家文化”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重

点，其实质是国家的“政治文化”，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通过系统阐释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内涵与建

设意义，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向度建构起理论基石。 

2.1. 国家文化公园的缘起与演进 

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中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国家文化公园逐渐由构想转变

为现实，迎来发展热潮。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由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开展；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黄河加入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行列；2022 年 1 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关乎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民族复兴、文化强国、旅游发展的复调背景下，

我国多地省份先后出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相关政策制度。例如：甘肃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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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规划》，围绕突出“万里长城”整体辨识度和中华民族精神

标识主题，以加强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弘扬为主线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河南出台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建设保护规划》，拟将河南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以黄河为轴

线，以城市为节点，规划建设五驱联动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廊道等。无论是长城、大运河，还是长征、黄

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都注重挖掘和展现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突出国家代表性和

地方特色，以打造具有标识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纵向协同，体现了新时代保

护、建设、开发和发展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与协调兼并、保护与利用并重以及突出文化内涵与特色的发

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渊源，自相关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开展了广泛探讨，主

要聚焦概念内涵、主要特征、时代价值、建设方向以及发展路径的探索建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基础

理论研究起步较早，但从不同理论视角推动范式构建的努力仍在进行。在概念内涵方面，龚道德教授基

于制度建设的视角梳理了国外历史、文化类“国家公园”的历史脉络，分析了中西哲学思想和文化遗产

截然不同的特性。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方面进行解读，强调国家文化公园蕴含中华文化深刻内涵和

重要文化特征，具有国家代表性[2]。孙华教授以文化区域限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通过明确国家文

化公园的内涵、外延、要素、特征、类型和价值等问题对国家文化公园概念进行明晰，认为国家文化公

园是延续和传承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需求，依托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向公众开

放的公园形式的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场所和文化产品[3]。在时代价值方面，傅才武教授通过梳理国家文

化公园的价值定位和背后的政策意义，总结出国家文化公园是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载体、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平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的价值内涵，把握国家文化公园的文

化内核，形成中华民族表征体系，对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讨论[4]。在建设

路径方面，邹统钎教授提出构建本体结构与三生空间平衡发展的遗产文化结构、构建本底功能、直接应

用功能与衍生价值多元发展的遗产功能体系、构建以权威话语为主、多元话语为辅的精神意义表征体系、

构建和谐一体的景观格局与环境氛围、通过管理协调机制和相容性利用，以保障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

的完整性的具体建设路径，从而实现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5]。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深化实践

要求学术研究以更深入、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探索统一规范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模式和路

径以及推广运用更为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领域内研究的发展方向。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构无疑是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层面脉络中进行的话语建构。首先，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恒久彰显“国家”底色，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主导建设并对其实施总体性管理，强调

在整合多元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禀赋的、国民高度认同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元素后彰显其整体性、持续性

以及同一性的国家和民族意涵。“中国”是国家文化公园鲜明的精神文化符号和文化底色。其次，“文

化”乃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精髓内核。文化是符号的排列组合，是表达意义的实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是对我国包括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内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综合利

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所孕育的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

层文化记忆的符号。最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根本定位是“公园”。公园限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权属

表达和空间限定。用公园的空间布局去统摄文化内容，对其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模式，是保护传承利用

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区域，必须向社会公众开放，由全民共享。 

2.2.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意义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园化的公共园区是依托我国重要文化遗产资源所打造的，是把文化建设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的生动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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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位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展开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一

系列标志性成果。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

传承利用的战略决策，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文化系统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

动实践。国家文化公园是根植于我国政治、文化、社会现实环境的大型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创新思想，发

端于欧洲的文化线路、美国的遗产廊道以及中国的线性文化遗产三条理论源流[6]。是在国家自然公园、

国家历史公园的基础上所探索出的一种侧重于“文化”公园属性的中国范式。当前，学界对国家文化公

园的定义分别从国家性、文化性、公园型的视角展开。邹统钎教授从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与融合

性发展出发，他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为打造国家文化重要标志、坚定国家文化自信、

增强国民文化认同，整合具有国家代表意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以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

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为主要功能，实行公园化管理运营，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

体。”[7]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我国文化领域深入推进的重大战略工程，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 
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与活化文化遗产，实现文化传承。作为新时代标志性的文化壮举，国

家文化公园是中华文化鲜明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生动的历史见证。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目的是维

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同时也是探索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整合各

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生动再现中华文化的民族特性、价值理念，有利于保护与活化文化遗产，有助于

充分肯定自身文化价值，树立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统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新的历史节点上

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民族自信的重要表征和发展新向度。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寻求精神文化需求与物质进步的平衡点，我国提出了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新概

念，国家文化公园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中应用而生。新时代的生活是审美需求日益增长的

生活，人们在追求生活的真实性和价值性的同时，也在努力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和审美素质。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代同频共振，及时回答时代之问，说明现实之困，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

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动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精选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又符合当代中国人审美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主题，既满足受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又引导受众体验中华文化之美，领悟优秀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推动人民生活需要向更高层次、

更广领域发展。通过探索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兼顾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 

3. 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范式 

国家文化公园在自身与外界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时，呈现出政治引领、隐性教育、文化传承、

公共服务等重要功能。是国家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磅礴的文化载体和不朽的民族精神，竭力建构

与强化“国家形象”的文化载体，有效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文化多元性的持有与延续。 

3.1. 政治引领功能 

“政治教育又确实是一种政治手段，它为政治主体所利用，通过它来确立、调整社会政治文化的内

容和方向，反复而有效地向政治客体灌输符合其利益的政治价值和观念，以达到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思想

和心灵，维护既有政治秩序的政治目的”[8]。由于国家文化公园具有覆盖范围和受众群体广泛等特点，

因而充分借助国家文化公园这一载体进行价值观教育，能够获得积极的政治引领效果，对于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促进作用。“历史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9]国家文

化公园不仅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重要文化空间，也是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支撑。

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发愤图强、锐意进取、守正创新，攻克一个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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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难关，抒写了恢弘史诗。国家文化公园是理想信念教育最丰富的营养剂。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中始

终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引方向，反映和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

价值观念，从而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实现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最直观的、形象

的实物遗存，其中厚植的文化遗产反映了我国的历史起源、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国家价值观的渗透，蕴藏

着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国家文化公园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宣传阵地，为促进文化

认同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使大众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不懈奋斗，培养自觉的政治意识和政

治觉悟。 

3.2. 隐性教育功能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手段，是在受教育者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类型，通过多

方位的潜移默化影响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文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

视显性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实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10]营造文化沉浸式场

景，是实现文化浸润的重要条件。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分布众多历史遗址、古建筑、历史文化名城等，

它们作为文化载体，为参观者赋予更多的实物体验，为其了解历史文化提供多元、直观、鲜活的隐性教

育素材以及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途径。隐性教育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分散在不同的教育载体之上，同时跨

越了时空限制，扩展了不同的教育场域。国家文化公园利用有形的实物载体，通过“润物无声”的教育

方式促使受教育者无意识或者潜意识接受教育内容，在悄无声息的过程中将内容传递给教育对象，为受

教育者提供了满足教育需求的潜在途径和互动平台，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身教育需求，以平等身份充分

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从而实现“外化于行”的教育目标。国家文化公园则是借助公园的具体形态发挥文化

的隐性教育功能，寓价值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不仅能给参观者带来身临其境体验传统优秀文化的享受，

还对其思想情感造成了冲击，并潜移默化地传达了价值观内容。“富含隐喻意向的国家文化公园，早已不

是凝固的建筑、无语的物质实体，而是实现格式塔转化的‘会说话的载体’，源源不断地向人们言说历

史事实、叙述意义价值、传递家国情怀，是可以与受教育者进行跨时空对话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11] 

3.3. 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遗产包含着它所属的那个时期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代表着那个时期的文明程度，是那个时

代文明的集体记忆的物质象征物和遗存物[12]。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和历史足迹的“活化石”、社会发展

的重要标志。国家文化公园依托我国重大文化遗产而建设，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文化强国

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曲折回环的长城、壮丽秀美的大运河、艰苦卓绝的长征精神、奔腾不息的黄河、

气势磅礴的长江，皆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的是独具禀赋、璀璨夺目、独具匠

心的中华优秀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最深厚、最多彩的文化记忆印记，发挥着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文化传承功能。横卧于北方大地的万里长城，历经战国至明朝 2000 余年修建，经过千百年风雨洗

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纵贯 8 个省市，成功将南北方政治经济中心

与其腹地沟通连接，蕴含着兼容并蓄、多彩荟萃的文化；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翻山越岭，跋涉大江大

河，行程二万五千里，沿线留下的历史文化遗存，展现了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发源于“世界

屋脊”青藏高原的黄河，以“几”字形姿态盘踞在中国北方大地，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影

响着周围的多元文化；长江发源于青海西南部，曲折东流，最后注入东海，是我国的第一大河，数百条

支流辐辏南北，塑造了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从长城、大运河，到长征、黄河，再到长江，入选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名录的无不涵育着丰厚的文化基因，绘制着别具一格的中华文化记忆图腾。文化兴则国运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认同型国家在全球化背景视域下强化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长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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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刚需的系统性反映。文化认同是构成这一民族国家结构的逻辑起点。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代表了中华民

族最丰厚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记忆，包含了中华农耕时代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原生的文

化记忆元素，链接起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文化发展印记和总体腾越趋势。建设国家文

化公园是发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品格，成为迈向民族复兴伟大光明前景

的重要依托。无疑，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为了提升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豪与文化认同，从而建

设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3.4. 公共服务功能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而言，2016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就明确地界定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

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13]此定义从供给主体、供给内容和需求主体的角度

进行了界定。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资源，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具有鲜明主题和

明确范围区间的特定文化遗产空间，是回应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公共文化服

务理论的丰富和拓展。国家文化公园乃是惠泽民众的集成性文化工程，公共角色和公众力量是建设国家

文化公园极为关键的要素。国家文化公园于建设期间充分施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跨区域、跨部门的协调

职责，即时向公众传递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动态，让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充分获得大众的认可、支持与积

极参入。在建设进程中，善于听，更要听进去，知晓公众的合理需求，善于做，更要做得好，统筹兼顾民

众的合理权益。国家文化公园是以国家为政治底色、以人民为主体，通过传统整合手段和现代创新方法，

为公众亲身体验、学思践行国家文化公园提供新材料、新视角、新路径。形成线上与线下相贯通的国家

文化公园资源展示空间，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也是全民共享的精神文化生活空

间。人民作为“文化”与“公园”的主体，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自然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

文化公园在建设和管理方面必然面临一系列复杂矛盾问题，如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的关

系，协调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平衡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利用之间的关系，处理本

地居民与外地游客之间的关系，应对内部凝聚精神力量与外部扩大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等[14]。充分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生活为重点，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机制建构的投入比重，使得优质文化产品和

优良服务品质供需良性互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和管理国家文化公园，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

文化权益，通过丰富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从而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促使管理者重视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同时，更强调参与各方的平等对话、合

作共建和尊重用户需求的多元参与性，确保其公共服务功能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实

现与公众需求的更高度匹配。 

4. 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向度 

国家文化公园有着塑造国家形象、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联系，势必关乎中国文化建设和

文明复兴的大局。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发展，

虽然当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拥有重要发展机遇，但同时依然存在一些现实挑战。例如未形成全面的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体制机制；国家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创新性不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的区域发展

不协调；数字技术赋能不充分等。当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

发挥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是新时代文化发展进路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文化的感召力和生命力在于服务

人民、亲近生活、依托现实，须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创意表达、创新转化，加强历史发掘、科技融合、工

匠培育，驱动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高水平、高效能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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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更好统筹资源配置 

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家文化公园功能的发挥。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公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和生活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从而对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探析兴趣。后现代消费的风格更加

注重个体的成长教育，而不是以往的物质主义享受。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

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

容。”[15]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社会大众在这种社会形态中逐渐形成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审美

取向。置身于现代多元社会思潮纷繁交错的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不断受到隐匿于文化环境中价值取向

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亟需营造风清气正、健康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以文化人，发挥文化在滋养

心灵、涵育德行、引领风尚中的重要作用。国家文化公园则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文化纽带，

坚守文化传承，消除历史隔阂感，须在当今社会寻找国家文化公园与大众需求的对接点，以优秀的文化

应用成果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 
新时代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政府部门要做好统筹和顶层设计，发挥好国家主体的主导作用；完善体

制机制保障协调多方参与；统筹国家文化公园资源配置，实现国家文化公园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可

持续发展。新时代应加强党对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建设的领导，明确各级政府主体职责，文化宣传等部门

要通力合作，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规划开发人们喜闻

乐见的文化产品，不断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加强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

社会文化环境。营造贴近人民群众生活，融入大众的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传播创新格局，因地制宜、量力

而行地建设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文化景观；通过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强化群众可休憩、

社会可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营造良好文化环境。 

4.2. 构建有效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功能的话语体系 

话语既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手段，也是传播知识和沟通思想情感的手段。“话语体系是思想理

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的”[16]。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

天，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深化。面对这种局势，竭力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

系，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成果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涵是一项紧迫任务。 
国家文化公园正是在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创新的语境下提出的。其具象化展现中华文化符号，是培

塑中国文化自信、打造中国文化品牌、以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文明互鉴的重要渠道，是铸就社

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一次生动实践，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辉煌宝藏的华丽篇章。构建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要甄选优秀传统文化来充实国家文化

公园的文化资源，提高其文化品性；甄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宝贵哲学思想、优秀道德规范、崇高人文精

神；深入挖掘并阐释中国革命精神、宣传中国革命杰出人物、用好中国革命遗存资源；高擎马克思主义

思想旗帜、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要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拓展其历史文化资源。建构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时要立足中华文化之根基，

将本土化与世界性相融通；将经济性与公益性相统一；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联结，体现中国智慧与

世界情怀。做到“既要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智慧和话语力量，也要广泛吸纳世界学

术话语的研究成果和前沿探索”[17]。 

4.3. 利用网络空间拓展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阵地 

在工业 4.0 时代，网络化、信息化赋能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机，我们要充分汲

取科技文明和信息革命的成果，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利用网络空间拓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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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发展，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 
当今世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网络空间发展成为多维度呈现国家文化公园

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信息的重要场域。利用网络空间通过数字化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反映国家文化公

园的精神内核，不仅实现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场景建设，满足大众的观赏需求，还能促进文化资源保护

利用，使历史文化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和感召力。首先，整合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五大国

家文化公园的历史文化资源，建立一个具有强大后台支撑的国家文化公园数据库。在这个文化资源库里，

可以通过检索查询任何有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信息，还可以通过精准的数字工具对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进行战略研判，引领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地区数字化发展。其次，利用三维建模技术、虚拟现实(VR)以
及增强现实(AR)技术、数字场馆等创建虚拟的文化景观，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势互补和高效利用，

再现国家文化公园所依托的历史文化遗产情境，让参观者最大程度提升数字化体验，身临其境地沉浸在

虚拟仿真体验的文化场景中。最后，在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语境下，通过收集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地

域的数字化信息，确保数字化赋能国家文化公园精准高效落地，从而在宏观层面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扩展以空间生产、文化扩散为主的在线产品，如相关影视文学作品，提升国家文化公园所蕴含的主流价

值观对外传播的效能，进一步扩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阵地。 

5. 结语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从传统农耕文明形态到革命文化形态再到工业和科技文明形态承载了中华民族的

“根基历史叙事”，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不仅是族群集体记忆的“文化器皿”，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

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集中体现国家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厚植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的空间体系，

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自主话语权，构建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文化治理的中国式理论逻辑梳理和实践探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新

时代助推文化繁荣的伟大文化工程。“山积而高，泽积而长”，文化建设离不开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在

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未来将与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会贯通，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国家文化记忆。擦亮国家文化公园的名片，绘制国家文化公

园发展蓝图，展现中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信仰之美，向全世界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

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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