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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取向， 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
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包容四海、兼纳百川，以开放包容的胸怀，中华文脉绵
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在新时代愈发焕发蓬勃生机与
活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祖国西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参观者络绎不
绝。

2022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新疆历史
文物展》，观看民族史诗《玛纳斯》说唱展示，并同《玛纳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

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 ”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
忆。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
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
祖国的历史。

我国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 逐步形成了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在我国 5000 多年文明发展史上， 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
过历史舞台。 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
天的 56 个民族；

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
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秦汉雄风、盛唐气
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

在为实现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伟大斗争
中，各族儿女的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各民族在社会
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加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
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
2019 年 9 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鲜明提出“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我们辽阔
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
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
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润中，56 个民族共同凝聚在中华
民族旗帜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 ， 展现新活力 、 释放新动
能———

在多元中铸就整体、在整体中百花齐放。
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又有大量少
数民族作者的创造。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
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浇灌更加艳丽的中华文
化之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 多元之
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
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
内生动力。 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
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

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新合力， 不断构筑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北京西单商圈， 落成不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漫步其中，人们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发展脉络，体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就会巩固。

在 2021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从多元走向一体、 从尊重差异性到增进共同性……新
征程上，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和促进我
国各民族进行更加广泛而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 加快推动
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这不
仅与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紧密契合， 更有利于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中涵养中华民族开放
包容的精神品格

敦煌莫高窟，一尊尊栩栩如生的彩塑，一面面精美绝伦
的壁画，历经千年岁月沧桑，见证着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和
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华文化认同超越了地域、乡土、血缘世袭、宗教信仰，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 而是用多元文
化汇聚成共同文化。

古往今来， 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焕发
新生机———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 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
行。 百花齐放，礼乐和鸣，中亚各国元首在唐风古韵中，感受
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包容四海的雍容气度。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 从历史上的佛
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
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
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
流借鉴，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天， 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
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
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

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塑造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品
格特质———

西藏根培乌孜山南麓的哲蚌寺， 气势恢宏。 2021 年 7
月，在西藏进行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 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
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 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
律。 藏传佛教的发展，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有利于社会
稳定。 宗教要和顺、社会要和谐、民族要和睦。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

一个“和”字，道出了中华文明不断衍生发展的内在逻
辑：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同
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 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
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2000 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
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 中国
传统画法同西方油画融合创新， 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写
意油画，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赏。

经历了 5000 多年历史变迁的中华文明，在学习、消化、
融合、 创新中一脉相承，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新时代新征程， 中华文明将以更加开放宽广的胸怀拥
抱世界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
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
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新视角， 以开放包容

的姿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大国的胸襟与气魄，也是顺
应时代、勇立潮头的历史担当。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 不同文明包容共
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
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2023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为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新的强大智慧和力量。

以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推动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

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洞库拱顶的飞天壁画，
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 这一作品选取敦煌壁画中的传
统飞天形象，融入现代美学元素创作绘制而成，呈现别具一
格的东方美学韵味。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大放光彩，成
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释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见证。

中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
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

在新时代，秉持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中华文明正
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是中华文明生动多彩的画卷———
北京冬奥盛会惊艳世界；大唐芙蓉园梦回千年；北京中

轴线、京杭大运河等一大批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绽放
时代新韵……千古文脉一华章， 今天中华文化更加蔚为大
观，中华文明更加光彩夺目。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中国人在 2000 多年前就认
识到的道理。 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
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习近平总书记这
样生动描述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宝贵价值： 如果世界上只有
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

2014 年 9 月 24 日，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
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
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
盎然。 ”

这是中华文明平等真诚的相待———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 更是一条知识

交流之路。 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

传到西方，也传来了胡椒、亚麻、葡萄、石榴等域外物产；佛
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
科技发明、养蚕技术也经此传向世界。

中华文化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
在“天下第一雄关”甘肃嘉峪关关城，叮嘱“保护好中华

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在山西云冈石窟，指出“历史文
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
在第一位”；在福建福州三坊七巷，强调“对待古建筑、老宅
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不同民族、 不同时期的优秀文化都倍
加珍视。 如今，华夏大地上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山水人
文交汇成现代宜居之地， 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对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平等相
待的理解：“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 凝聚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
的价值。 ”“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
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 ”

这是包容差异、尊重不同的广阔胸怀———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

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

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
力。 ”

2015 年 9 月，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在联合国讲坛，首次面向世界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而不同，天下大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从不谋求千篇一律 、千人一面 ，彰显着 “不
同”与“大同”的辩证智慧。

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的中国始终致力于为
不同文明对话沟通提出方案、搭建平台。

6 月 15 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莫角山，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火种在这里成功采集。

这一刻，象征团结的体育之火、文明之火、和平之火，同
实证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交相辉映。

新时代中国， 不断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汲取
智慧力量，同世界各国携手并进，必将绘就人类文明更加壮
丽的画卷。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看中华文化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评之五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范思翔 成欣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到夏粮收获时节。 记者
近日分赴天津、山西、新疆、河南产粮区，走进田间地头感受
“三夏”生产的腾腾热气。

作为天津最早“开镰”的静海区，顺利收割 37 万亩小麦
是今年麦收的“计划表”。 “眼下，我们村的麦田已经进入收
尾阶段。 ”静海区唐官屯镇尚庄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姚克东对记者说。

静海区蔡公庄镇绍印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绍
印，在麦田中捏着未收割的麦穗笑得很开心。 “今年四五月
份灌浆时，雨水足、天气好，小麦长得有劲儿。 ”他说，去年合
作社的小麦亩产在 350 公斤左右， 今年的产量不会低于去
年。

据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介绍， 今年天津市小麦播种面积
约 180 万亩，大面积机收于 6 月 11 日从滨海新区、静海区开
启，由南至北梯次展开，将于 6 月 26 日左右基本结束。

在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胡张乡王村，记者看到，一望无际
的麦田一片金黄，到处是丰收景象。

种粮大户谷王学正守在麦田旁， 看着三台联合收割机
收割他种的小麦。“我种的 2400 亩小麦已经成熟的可全部收
完，剩下还没成熟的可以再等等。 ”谷王学说，根据天气预
报，下一场降雨前他种的麦子就可以完成收割，现在已经不
需要像前几天一样夜间加班收割了。

根据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截至 6 月 16 日，这个省
已收获小麦 551.98 万亩，收获进度达 66.95%。

6 月 13 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粮农阿依夏木·托乎
提正组织收割机收割小麦。 随着农业技术发展，她的小麦种
植面积和产量连年增加。 同时稳定的政策收购价让她的种
粮积极性不断高涨。 “今年肯定丰收。 ”阿依夏木·托乎提说。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6 月 2 日，
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冬小麦率先开镰，拉开了新疆夏收序幕。
目前，夏收已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等地陆续展开，新疆冬
小麦自南向北开镰收割。 213 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累计
5252 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夏收。 截至 6 月 11 日，新疆各

地已收割小麦 56.19 万亩。
在我国粮食生产大省河南，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截至 6 月 11 日 17 时，河南省 8500 多万亩小麦机收作业
收官，河南麦收基本结束。

为全力抓好“三夏”生产，当地各有关部门推出多种措
施帮助协调解决农机调配、烘干收储等实际困难。

天津静海区唐官屯镇尚庄子村， 村两委都开着收割机
“上阵”。 这些年，村里不仅置办了多台新收割机，种粮大户
们还置办了晾晒场和烘干塔。

在山西，全省组织 3000 余名干部、专家在田间地头开展
夏收服务工作，调配各类收割机 1.5 万台，尤其是精准跨区
调度履带式收割机，保证小麦及时抢收；在高速公路服务区
等处设立接待服务站 130 个；运城、临汾两市已准备烘干设
备 172 台（套），安排文化广场、学校操场等各类场所用于小
麦晾晒。

夏种、夏管工作也正在有序推进。 目前，新疆各地种子、
肥料、地膜、农药等农资供应充足。截至 6 月 11 日，全区已复
播各类农作物 13.82 万亩，复播用水保障充足；据天津市农
业农村委介绍，今年天津夏玉米意向播种面积在 200 万亩左
右，小麦机收同时进行玉米机播，6 月 30 日左右夏玉米大面
积播种将基本结束。

目前，河南已开始了小麦收购工作。 针对受阴雨天气影
响受损的小麦， 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有关部门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的通知》，明确受损小
麦的认定和处置原则，要求各地认真落实《河南省超标粮食
处置管理办法》，妥善做好收购工作。 对于符合食用标准的
小麦，积极组织产销对接，引导实行市场化收购；对于只能
用作饲料和工业用粮的超标小麦， 由当地政府分类做好收
购，严防不合格粮食流入口粮市场，最大限度保护种粮农民
利益。

（记者 白佳丽 许雄 苟立锋 刘金辉）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田间地头看“三夏”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