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DOI: https://doi.org/教育与传统文化·第 01卷·第 02 期·2024 年 07 月 10.12349/edtc.v1i2.3721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Fang Yu
Bazho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Bayingolin, Xinjiang, 841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 the spiritual treas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nd enhancing the 
Party’s governing ability and leadership leve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o effectively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first elaborat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n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challenges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rol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in detail, and then discusses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path in the Party’s ideology,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style construction successively. Final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and challenges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o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o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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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对于加强党的建设、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新时代党的建设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建
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论文先是具体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随后详细介绍了党的建设在新时代的背景
与挑战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建设中的作用，紧接着先后论述了党的思想、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中的文化传承路
径，最后具体分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成效与挑战，以期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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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

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也源于党

自身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

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道德观念和治国理政智慧，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升

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在新时

代背景下有效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加强

党的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动力，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

要课题。论文旨在深入探讨新时代党的建设如何有效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期为党的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与范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

成的独特文化体系，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

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生活

方式和审美情趣的总和。这一文化体系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文

化遗产，如古建筑、传统手工艺、服饰饮食等，也涵盖非物

质层面的文化瑰宝，如诗词歌赋、戏曲音乐、传统节日、民

俗习惯、哲学思想等 [1]。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

畴广泛，它包含了儒家文化以“仁爱”为核心的人伦道德观

念，道家文化以“道法自然”为要旨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佛

家文化以“慈悲为怀”为基础的修行哲学，以及墨家的“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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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非攻”、法家的法治思想等多元并蓄的文化形态。此外，

中医中药、书法绘画、武术杂技、民间工艺等也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博大

精深的文化图景。

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精神，集中体现在和

谐共生、仁爱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及包容开放等核心

理念上。和谐共生理念强调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体现在政治、社会生活和人

与自然关系的多个层面。仁爱为本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

值，倡导以仁爱之心待人接物，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和社

会责任感，不仅限于对亲人的爱，更扩展到对全社会的爱与

生命的尊重。自强不息的精神鼓励人们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坚

韧不拔，勇于自我革新，不断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在个人修

养、国家治理和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均有体现。厚德载物则

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人的品德是承载万物的基础，

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自律上，也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

的长治久安 [2]。此外，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展现出开放包容

的特性，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同时保持自身文化

的独特性和连续性，这种包容性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样

性和创新发展。总的来说，这些核心价值与精神是中华民族

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塑造了中华民

族的性格特质，也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和精神动力。

3 新时代党的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

3.1 党的建设在新时代的背景与挑战
党的建设在新时代面临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一

系列新挑战。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

经济格局复杂多变，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尤其

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地缘政治冲突的频发，给中国的外

部环境增添了诸多难以预料的因素。这些国际层面的挑战不

仅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全面发展进程，也对党的建设工作提出

了新的时代课题。在国内层面，中国正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

矛盾与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3]。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飞速进

步促使信息传播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络舆论场变得日

益复杂且多变。这些新的变化对党的执政效能、思想引领、

组织构建等多个维度都构成了新的挑战。例如，如何确保党

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得以持续保持，如何进一步提升党的团结

力与战斗力，以及如何高效应对网络舆论环境中的种种挑

战，都是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建设必须正视并予以解决的紧迫

问题。

3.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与珍贵

遗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它

不仅为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精神给养与文化支撑，为党的

创新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而且其所蕴含的深邃哲学思维、

崇高人文精神、深远教化理念和严谨道德准则，如和谐共融、

仁爱为基、不懈奋斗、品德高尚等核心价值观念，对于强化

党员干部的党性锤炼与道德自律，增进党内团结和谐，以及

提升党的向心力和战斗力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关于国家治理与行政管理的智慧，例如儒家的“仁

政”学说与法家的法治原则，为党在制定政策与施政过程中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有助于增强党的执政效能与公信力 [4]。

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以及辩证

思维、整体观念等科学方法，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

党员干部的思维能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具有重要

意义。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团结协作、集体主义精

神以及“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理念，为加强

党的组织建设，促进党员干部之间的团结协作，选拔任用优

秀干部提供了有益启示和有力支撑。

4 新时代党的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路径

4.1 党的思想建设中的文化传承
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思想建设中的文化传承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思想

建设，通过组织学习经典著作、开展传统文化讲座、举办文

化沙龙等多种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观念等精髓，以此提升党员

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思想境界；

另一方面，在党员思想教育中，具体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智慧，如利用儒家“仁爱”理念强化党员干部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通过道家“无为而治”启发党员干部

顺应自然规律提高领导艺术，以及借助法家“法治”精神强

化党员干部的法治观念，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这些具

体应用案例不仅丰富了党员思想教育的内涵，也进一步彰显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

作用。

4.2 党的组织建设中的文化传承
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文化传承的具体路径包括加强党

的组织凝聚力和推动党的组织创新与发展。一方面，通过组

织诗词朗诵、书法比赛、传统节日庆祝等文化活动，以及建

设文化长廊、图书室、文化广场等文化阵地，不仅丰富了党

员干部的文化生活，还显著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另一方面，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党的组织创新和

发展，如借鉴“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理念优

化干部选拔机制，弘扬“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促进党内民

主集中制原则的落实，以及借鉴古代军事战略思想提高党的

战略思维和决策能力，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的组织

建设中文化传承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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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党的作风建设中的文化传承
在党的作风建设中，文化传承的具体路径体现在弘扬

传统美德与提升党员干部道德品质和工作作风两方面。一方

面，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勤俭节约、

清正廉洁等传统美德，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

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腐败和不良风气，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另一方面，利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理念提升党员干部的个人品德修养，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社会

形象；借鉴道家“无为而治”和“顺应自然”的精神，引导

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注重实效，避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

时，强化法家“法治”精神，增强党员干部的规则意识和纪

律观念，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5 新时代党的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的成效与挑战

5.1 传承成效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显

著提升。通过组织学习经典著作、开展传统文化讲座、举办

文化沙龙等多种形式，党员干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

更加深入，对传统文化的精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提

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还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使他们更

加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党的执

政能力得到了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道德观念等，为党员干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

神滋养。通过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党员干部在领

导工作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顺应自然规律、强调法治精神

等，这些理念的应用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动

了党的建设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5.2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新时代党的建设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已

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在这一进程中同样遇到了一些

挑战。文化认同的多样性便是一个突出问题，受地域特色、

民族风情、历史背景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不同区域、不

同群体的党员干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纳与认同程度

显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在传承实践中引发误解

或偏离，进而削弱传承的实际成效。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

不断前行，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已逐渐难以适应现代党员干

部的需求变化，探索创新的文化传承路径，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更加紧密地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成为新

时代党的建设亟待解决的又一关键挑战。

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我们提出以下应对策略：其一，加强文化宣传

教育，通过组织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深

入解读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以此提高党

员干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度。其二，创新文

化传承方式，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互联网、新媒体等平台，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生动、形象、易于接受，开展在线

学习、互动交流等活动，让党员干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

习和传承 [5]。其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各项工作

和活动中，如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建设具有文化底蕴

的阵地等，让党员干部在实践中深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从而增强传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6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新时代党的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弘扬，不仅是一项文化使命，更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战略选择，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及

制度建设等多维度、多层次的传承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得以在党的建设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中，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得

到了显著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随之增强，为党的事

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思想保障。展望未来，应继

续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研究，为党的建设注入新

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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