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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总是以
文化兴盛为重要标志。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关系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关系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
化软实力”

良渚、宋韵、诗词、丹桂……携五千
年文明之光而来的杭州亚运会，以一场
东方美学盛宴深深吸引了世界目光。

展江南韵、扬中华魂，“人文亚运”向
世界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魅力，成为增
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动体现。

大国发展既是硬实力的发展，也是
软实力的提升，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

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再到仁者爱人、以德立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
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
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
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
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长城、长江、黄河等是中华民族的重
要象征；三山五岳有深厚的人文内涵；丝
绸之路反映了文明交流互鉴；陶寺、二里
头、殷墟等历史遗迹，反映着中华文明历
史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国人宇宙观、天下
观、社会观、道德观的生动体现，也是文
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营
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助于
向世界传递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推
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

党的二十大前夕，重大文化工程《复

兴文库》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记为这
部皇皇巨著作序，勉励要“坚定文化自
信、增强文化自觉”“萃取历史精华，推动
理论创新”。

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第二个
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
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
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仅要再
现中华文明的本来面目，彰显其历史价
值，更要彰显其贯穿古今的当代价值，帮
助世界更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之路、中
国之治、中国之理。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故事，精彩
的中国需要精彩的讲述。

“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
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
个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
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
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
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

《流浪地球》《山海情》等影视作品全
球播映，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扬帆出海，

“中国有约”“打卡中国”等活动让中国声
音传得更远更广……

这些中国故事之所以赢得海外受众
青睐，正因为寓理于情、情理交融，把“我
们的故事”变成“世界的故事”，生动展现
全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

情感互通，才能打动人心；价值共
鸣，才能传播深远。讲好中国故事，要把

“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共
情感、同理心、亲和力，努力让有温度、有
深度的中国故事实现与世界的“共情共
振”。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世
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
之学。”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中

国文化、研究中华文明；读懂中国关键要
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渐成国际共识……

传播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功，是“讲好
故事”。话语的背后是思想，讲好中国故
事，要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故事背
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让中国故事
更加生动、中国形象更加鲜活、中华文化
更加深入人心。

第75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多语种版引发广泛关注。

海外人士普遍认为，这部著作有助
于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进对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的认知。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
产党。”中国故事最精彩的主题，就是讲
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我们既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事实，也要展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
情怀，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引
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共观、中国观。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
际话语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
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
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贡献。

第五届世界媒体峰会上，《新时代人
文经济学》智库报告向全球发布。报告
总结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以
人民为中心、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的发
展新范式。

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更加
渴望了解中国智慧、中国经验。用中国

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
国理论，需要全新的表达方式。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就是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采用
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
讲的”变成“受众想听的”，着力提高国际传
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
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2023年金秋十月，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共
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
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世界好，中
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深刻
内涵。

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就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
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
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
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
观和全球治理观；就要完善国际传播工
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和运行机制，汇聚
更多资源力量，让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
界，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
就要挨骂。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
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掌握了话语的主导权，就掌握了中
国道路的定义权、中国精神的阐释权、中
国形象的塑造权，从而占据文化传播和
舆论斗争的制高点。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
科体系、价值体系、美学体系，加强对外
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
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
媒体，努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更好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一个大国发展兴盛，必然要求文化
影响力大幅提升，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
相得益彰。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不
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
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
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铸
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谱写民族复兴新华
章。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2月3日7时3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
功将吉利星座02组卫星发射升空，11颗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

本次发射是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自
首飞以来单次发射卫星数量最多的一次
任务，刷新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一箭多
星发射纪录。这也是西昌发射场执行的
第200次发射任务。自1984年执行首
次发射以来，西昌发射场仅用40年就完
成了从0到200的突破，成为我国用时最
短实现200次发射的发射场。

1984年，西昌发射场正式建成并投
入使用。这一年的4月8日傍晚，长征三
号运载火箭从这里起飞，将东方红二号
试验通信卫星顺利送入太空，西昌发射
场的首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40年来，
伴随着一次次火箭的壮丽出征，我国首
颗国际商业卫星亚洲一号、我国首颗北
斗卫星以及嫦娥一号等数百颗卫星，从

这里走向太空、走向深空，创造了中国航
天史上10多个“第一”，也为推动中国航
天由大向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昌发射场所在的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组建于1970年，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等航天发射任务，是我国发射卫

星最多、对外开放最早、发射轨道最高的
航天发射中心。2022年 11月 12日上
午，随着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
这个中心完成的发射任务次数达到200
次，成为我国首个完成200次发射的航
天发射中心。

除西昌发射场外，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还管理着文昌航天发射场。文昌航天
发射场于2009年开工建设，目前已先后
取得了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首
飞、我国首次行星探测、中国空间站建造
等重大航天发射任务胜利。根据计划，
今年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天舟八号、
嫦娥六号等航天发射任务，未来还将执
行载人登月、行星探测、重型火箭发射
等。

据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领导介绍，近
年来，经过持续的科技创新、技术革新，
中心测试发射能力得到不断加强，先后
攻克低温推进剂大流量加注、低温火箭

“零窗口”发射、零秒脱落、腐蚀防护等多
项关键技术，西昌和文昌两个发射场均
已具备执行高密度发射任务能力。

“中心承载的使命很光荣、面对的挑
战很艰巨，我们将迎难而上，朝着建设世
界一流航天发射场的目标不懈奋斗。”01
指挥员白春波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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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新纪录！

西昌发射场最短时间实现200次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