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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 ①

杨 威 张金秋＊＊②

【摘 要】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当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而言，

具有其独特的地位。这是因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能够充分

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 挖掘和阐释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

华，可以凸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 推动和促进优秀传统文

化的与时俱进，亦能展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性。因此，如欲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我们在强调其 “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的同时，不能忘却或忽视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 “薪火相

传、代代守护”。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凝聚中国力量，保持中国特色，

体现中国风格，展现中国气派。当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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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强

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并指出优秀传统文化乃是中华民族的根

基。当下，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而言，其独

特地位同样不可小觑。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

的资源。”① 诚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之构建应当吸收借鉴人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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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化成果，但较之其他文化成果，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本民族而言则具有一

脉相承的文化心理基础，更能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特色”之处，即其所

具有的继承性、民族性等特点。

一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体现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① 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国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优势，更是华夏文化得

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精神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之所以能够得以延续

和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即是注重在薪火相传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因此，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就应当积极借助这一 “独门秘籍”，将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加以融

会贯通，既能包容扬弃，又能创新发展，从而彰显其别具一格的 “特色”魅力。具

体而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延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命

脉。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即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并随时代发展而自我扬弃后

所形成的独特信仰追求、价值取向、高尚品质、文明准则、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等。不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范仲淹: 《岳阳楼记》) 的思想

境界，还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 《国语·周语下》) 的价值取向，抑或是“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 《孟子·滕文公下》) 的高尚品质等，都是

中华民族不容改变的优秀文化基因。传承这些最基本的优秀文化基因，不仅体现出

华夏子孙薪火相传的责任与义务，更是延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容割裂和不可

轻忽的精神命脉。或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不懈追求，或是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抑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守与推进等，都

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延续。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不但是

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代文化的 “根”与 “魂”。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丝毫不能动摇; 国外的哲学社

会科学资源也不可忽视; 源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更不能忘却。这些经

血脉相传、业已融入中国人骨髓的优秀文化基因，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体系的构建，而且有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命脉的 “代代守

护”“绵延不绝”。因此，为了延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这一精神命脉，我

们必须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基因，融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

构建之中。
其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树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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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们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囊括的诸如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① 等具有时代认同感的价值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主要源泉之一。上述价值理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
坚定和合一体、推动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世代传

承的价值理念及价值体系，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等，同时也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而这一与我国的经济基础、
政治制度相适应且已达成广泛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体系之构建凝神聚力。“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② 而文化自信的重要维度和关键

因素则是价值观自信，亦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构建，不仅要从内容上下功夫、从形式上讲创新，更要在文化精神上 ( 包

括核心价值观) 树立自信，而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恰恰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

要精神源泉。当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既要尊重传统，又要鼓励创新，

即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孕育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新发展、新要求形

成具有鲜明特色且能深入人心的文化精神，从而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

建的底气与骨气。

二 挖掘和阐释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 凸显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

民族性的基础是文化认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

淡化和人类文化的同化，而是要在挖掘和阐释历久而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

的基础上，充分彰显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我们既 “要讲清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这是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思想精华的前提和基础; 又要 “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

色”③，这是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民族认同感的根本之所在。
首先，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夯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根

基。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既不是尘封已久的历史典藏，也不是孤芳自赏的温室

唐花。它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兼收并蓄、有机结合，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

科学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从儒家的和谐理念、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到道家无

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到尚义任侠的朴素平民文化，再

从和合中庸的思想智慧到 “仁义礼智信”的人伦修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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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均为当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正可谓基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根固柢。因此，深

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的文化内涵，而且有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追根溯源。
其次，阐释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之魂，彰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优

势。所谓“民族之魂”，即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的结合与统一，同时它也是兴国之魂与强国之魂。其本身凝聚了中国人几

千年来所积累的生存智慧和理性思辨，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与特有的精

神标识。中华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并非 “自由、平等、博

爱”，也不是“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而是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同时表

现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崇尚和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或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顾炎

武语) ，或是“苟利国家生死以” ( 林则徐语) ，抑或是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周恩来语) 等，都是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所彰显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出对中华民族或伟大祖国的深深眷恋，更是对于身为炎黄子

孙一分子的认同感、尊严感和荣誉感的真实思想表达。如果说民族精神是树立中华

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精神支柱，那么，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是推动中

华民族与时俱进、快速发展的精神动力。黑格尔曾说: “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

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① 回首近现代以来中华

民族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传统与时代的结合孕育

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

神，“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精神，“把全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定正义事业必胜的

精神; 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的精神; 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就是紧紧依

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② 的长征精神，等等。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经过新中国 60 多年的艰苦

奋斗和改革开放 40 年的快速发展，改革创新业已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可

以说，当今中国的改革乃至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既是时代浪潮的推动使然，也是中

华民族锐意进取的生生不息之道不断砥砺前行的结果。因此，充分阐释优秀传统

文化的民族之魂，无疑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和文

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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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动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 展现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除了继承性和民族

性之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还要体现原创性与时代性，以及系统

性与专业性。人所共知，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农耕经济条件下封建社会的产物，同时

也是中华民族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因此，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于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之中，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系统性等特点 ( 尚

谈不上专业性) ，因而本文无须在此大书特书。但相比较而言，若从挖掘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性，则需要推动和促进优秀传

统文化的与时俱进，广而言之，即推动和促进 ( 传统) 文化进步，其目的是推陈出

新、古为今用，并使之永葆生机与活力。面对以机器大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及大数据

时代来临等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社会，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内涵及表现形式也必然

需要进行一番现代价值转化与补偿性发展，从而使自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

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因而，究其根本是如何推动和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时俱进，从而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之构建提供兼

具时代价值与民族认同感的丰富内涵与活态表现形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激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

力。所谓“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即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并立足于本国实际，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鉴别地加以分析对待，亦即要进行批判

性的继承，抑或言之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毋庸讳言，就历史维度而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自身的批判继承，即创造性转化。这主要表现在: 首

先，对优秀传统文化中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思想内容加以改造。诸如将孔孟之道、
老庄之言、申商之法、汉唐文化和宋明儒学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所孕育的可资借

鉴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等的有益成分，结合当代社会之所需对其加

以改造，使之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有民族特色、富于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其次，对优秀传统文化中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使之破

旧出新，再放异彩———既要尊重其“之乎者也”的文字表达形式，也要促进优秀传

统文化典籍的“古语今说”，使其易学、易懂。同时，还要打破对传统文艺、服饰

的博物化、文本化的状态，使之以“活态”的样貌呈现于当代社会。让正在消失或

行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元素重现生机与活力，让濒于被束之高阁的

优秀传统文化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具有广泛参与性

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总而言之，就是要让传统习俗中的中国故事传承文化

精神，让传统思想中的大国灵魂重塑民族自信，让传统技艺中的工匠精神绽放时代

光彩，从而激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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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感召

力。“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① 与时俱进与文化进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所具有的

文化特性，这一特性贯穿于中华文化之始终: 汉代儒学是对先秦儒学的创新性发

展，这一时期的儒学即是在保留先秦儒学中的优秀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融合了黄老

之学、阴阳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而形成的，并适用于汉唐社会。而其后的宋明儒

学则是传统儒学的哲理化与精致化，亦是对于传统儒学的创新性发展———面对佛道

文化的冲击，儒学亟待复兴。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对传统儒学进行改良，并吸收佛

道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以“理”“心”为核心的宋明新儒学。这种与时俱进

与文化进步中的兼收并蓄于今而言，亦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之构

建，既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的有益成分，又要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

展——— “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
完善”②。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全盘西

化，即在把握精神命脉、坚守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世界一切

优秀文化成果的条件下，根据社会主义文化之所需加以创新与发展。其次，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这种创新性发展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要坚持从本民

族的具体实际出发，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

克思主义”“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等诸多基本

关系的条件下，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予以保留，以固其根本。并且，对

于其他优秀文明成果中的新鲜养分予以兼收并蓄，以厚其内涵，对于具有时代认同

感的价值观念择善而从，以不断创新。最后，我们还要大力传播当代中国文化的创

新成果，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努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争取更多的国

际话语权，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推动具有民族

特色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进程，既要克服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障碍，又要对文化交

流的形式和内容加以改革与创新，从而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 第二，坚持

“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③ 的原则，依托立体、开放的多样化平台来展

示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加快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切实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感召力。而这种感召

力又依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依托于立体开放的传播媒介，依靠

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努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寓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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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吸引本民族的广大人民热爱传统文化，并使之自上而下地普及于华夏子孙。与

此同时，再以开放的胸怀将其传播出去，进而吸引和影响处于其他文化环境中的各

个民族与国家，这可以看作是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身感召力的长远目标

( 见图 1) 。

图 1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关系

综上可见，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是千百年

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难以割裂的精神命脉，是值得代代守护的文化根基，是

无法轻忽的独特优势。因此，如欲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我们

在强调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同时，不能忘却或忽视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

“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我们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要吸收借鉴

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我们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更要以

包容的心态打开国门、面向世界。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凝聚中国力量，保持中国

特色，体现中国风格，展现中国气派。

四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必须旗帜鲜明地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如上所述，对于当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而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在新时代充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中的有益成分，并使之与时偕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展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继承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譬

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 “普世”价值观等，并由此在意识形

态领域引发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而当下，在国内外的各种错误思潮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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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冲、为害甚巨的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何谓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

无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倾向，其特征主要为: 一是否定历史的

价值，尤其对本国的历史缺乏应有的敬意，一味抹杀，以为一无是处; 二是借

口历史认知存在相对性，随意歪曲历史真相，抹杀历史认知中既有的真理性，

陷入了相对主义。”①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错误思潮的典型代表，

其给国家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并对其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
早在清末，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其 《古史钩沉论二》一文中，即曾一针见血地

指出: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材，

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② 这段精辟的文字使得一

些居心叵测的人或国外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与图谋不轨瞬间昭然若揭———若要颠

覆和毁灭一个国家、腐蚀和败坏其伦理道德、使其无人才可用和忘记自己的祖

先，一定要先诋毁或颠倒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包括歪曲和污名化其所传承的

传统文化以及英雄人物、杰出人物等。显然，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如果

任其蔓延，就会泛滥成灾、贻害无穷，其不仅关系到如何对待本国或本民族的历

史、文化传统的问题，甚至还会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由此

可见，“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 龚自珍语) 乃是国外敌对势力及其代言人企

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 “和平演变”的隐晦而阴险的惯用伎俩。对于如

何正确对待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问题，钱穆先生曾在其 《国史

大纲》一书中明确指出: “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

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 “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

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

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

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③ 因此，我们

必须要擦亮双眼，坚定政治立场，在如何对待本国或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问

题上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守好阵地，以防止其搅乱人们的思想，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保驾

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

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 ‘根’和 ‘魂’，丢了这个

‘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④ 毋庸置疑，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若要坚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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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扰，就要在根本上下功夫。而 “博大精深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彰显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树立起文化自信，才能

形成磅礴的力量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才能抵御住来自

四面八方的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频频进攻。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指出: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② 正因为如此，在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进程中，民族文化才能成为我们的先天优势和不可多得

的宝贵财富。基于此，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纳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之

中，在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有所抬头的情形之下才具有无可辩驳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毋庸讳言，今天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最大阻力，来自一部分

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和对传统文化的漠视态度，甚至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市场，并有可能在某一时期趁机甚嚣尘上。不可否认的是，无论

在意识形态领域，抑或在学术思想领域，“全盘西化”论及其诸多变种还在堂而皇

之地受到一些人的盲目追捧，甚至将其视为学术新潮和可供炫耀的资本。一些人言

必称欧美、言必称西方，既丧失了作为中国人的底气和自豪感，同时也将国际话语

权拱手与人。试想在这种妄自菲薄、尽显“媚”态的劣势下遑论树立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 一般而言，历史虚无主义通常与“全盘西化”论相呼应，对本国或本民族

的历史、文化均采取轻视的、否定的和虚无的态度。为此，我们认为，当前最紧

迫、最有效的工作应是通过广泛、深刻的理论论争，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性、时代性，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民族性、历史性与继承性。同时，

对当下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批判，借以引导广

大民众明辨是非，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崇高地位和理论权威，并以此

为基础大张旗鼓地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然，批驳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

内的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的确是当前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所必须要做的工作。因为只有尽可能扫清前路中的障

碍，才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立的，甚至二者还具有一定

的共性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

与基本共识。而唯其如此，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植根中国所必需的厚重文化

底蕴与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

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观，跨越了单纯从时间维度来审视传统文化的藩篱，他以 “历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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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新”来解释传统文化的特点，即继承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在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

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① 这就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广泛的现

实基础相结合，将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微观的现实条件相衔接，进一步凸显了传统文

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等特征②。
总而言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

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的有

益成分。在此基础上，再来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能切实加

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前进步伐。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Ｒesources and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Yang Wei，Zhang Jinqiu

Abstrac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sources have unique status for building the
innovativ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 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
tics.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fully reflect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xplaining the esse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oughts can highlight the nation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romoting the advance w ith the time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show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refore，we not only need to keep up w ith
times，but also need to pass the flam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 nly in this way，we can u-
nite the strength of China，maintai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show Chinese style
. O f course，It'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pay attention to being against w ith historical
nihilism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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