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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及其当代价值

杨共乐
内容提要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

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奠定厚实基础。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统一的本领
是中华文明的重大成就，有中国底色，也蕴含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历史学是中华文明连续
性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始终在时空、古今的交融中，在个人、家国的情怀下连绵前行的见
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中华文明　 中华大地　 统一本领　 历史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原生文明，也是连续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
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大特性，这是习
近平在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对世界文明进行深度考察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重大成果。“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文
明特性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重要元素的不断升华与塑造。五大
文明特性的内容虽各有所指，但皆属于同一个整体。它们相互促进，相互成就，共同推进中华文
明的进步。因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在中华文明五大突
出特性中又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因此，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本特征和深层根源，对于我
们深入剖析中华文明的本质，揭示并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本文力图用文明比较的方法来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及其当代价值作一新的较为
深入的解析和阐发，以求教于学者同仁。

一、中华大地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文明的产生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在旧大陆，人类的原生文明皆出现在北纬３０度附近的大

江大河流域。这是一般的常识。无论是位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还是位于北非的尼罗河流域
文明；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印度河流域文明都与大江大河有着密切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北纬３０度附近的大江大河流域土壤肥沃，雨量适中，是农耕时代物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气
候和自然条件最利于人类的生息和居住。当然，由于各文明区所属的地理位置、水系分布与灌
溉面积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各文明区的规模、特征和发展结局也完全不同。近代知名学者钱穆
先生坦言：古代埃及文明只藉尼罗河一条河流和一个水系。古巴比伦文明依托底格里斯与阿付
腊底（幼发拉底）两条河流合成的一流，但其实仍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面积很小。至于印度文
明虽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两河也不算大，其水系亦很简单，没有太多的支流。只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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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许多极大的河流与许多极为复杂的水系。①地理环境和水系规模直接决定了各原生文明
区的农田灌溉面积。研究表明，古代两河流域的农田灌溉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会超过２
万平方公里。②印度河流域灌溉面积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大些，但因为印度河流域的原生文
明早在公元前１７５０年前后就灭亡了，所以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有限。与其他大河相比，埃及尼罗
河算是历史上最为温顺的河流。它不但每年准时泛滥，而且泛滥季（７月、８月、９月、１０月）与农
业的播种季（１１月、１２月、１月、２月）和收割季（３月、４月、５月、６月）相向而行，刚好错开，故而
对农业生产伤害较小，被誉为古代埃及的“母亲河”，享有“埃及是尼罗河之恩赐”的美称。不过，
就灌溉面积而言，埃及尼罗河也不会超过４万平方公里。③至于四大文明中的中国，灌溉面积则
远远超过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总和。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的总体灌溉面积
为５００多万平方公里④，大约是两河流域灌溉面积的２５０倍，尼罗河流域灌溉面积的１２５倍。

大河流域灌溉面积的规模虽然不妨碍文明的产生，但对文明的发展影响较大。两河流域文
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文明因为立足于较小的地区，所以回旋的余地非常有限。
“一旦遭到强悍的外族入侵和战争的破坏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就难以延续和恢复。而中华文明
则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很大，便于将不同民族的势力和文化加以吸纳与
整合，也不致因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而全体毁灭，所以能够传承数千年而绵亘不绝。”⑤

正因为中华大地水系发达，地域广阔，所以中国的交通道路网也较密集，尤其是秦始皇统一
中国之后，废封建、置郡县，实行“车同轨”，使全国的交通畅通无阻。与西方强国罗马的“条条道
路通罗马”相比，中国古代的道路建设别具特色。它铺设在陆地之上，呈线型分布，可以长期保
持各地间的互联互通，有连续发展之特征。罗马位居地中海之中，要完成帝国内的互通，就必须
打通地中海沿岸相关港口间的交通，受地中海地区政治、战争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当罗
马帝国强大、地中海成为罗马内海的时候，各港口之间还可相互联通；但一旦罗马失势，去帝国
化、去地中海化成了谁也阻挡不了的必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就变成了“条条道路很难通罗
马”。罗马之后无罗马，中国之后还是中国，固然与两国间不同的政治形态有关，但也不应否认
不同的自然条件在两国兴衰存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也正是因为中国具有地域广阔且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所以进入中原以及长江
流域的周边民族皆融入了内地民族之中，成为壮大内地民族的新生力量；进入边境的内地居民
也同样有被融入其他族群之内的。⑥他们相互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同
体。至西汉末年，中国的人口已增至６０００余万。⑦这一人口数与同期的罗马相差不多。⑧唯一不
同的是：罗马靠武力征服起家，地中海不允许帝国形成陆地相连的庞大整体。帝国的中心意大
利，三面临海，一面靠山，面积只有约３３万平方公里。在当时的条件下，意大利只能养活６００多
万人口，无法养活更多的外来民族。所以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这些“蛮族”在打下罗马城并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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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的财富之后不久，就撤出了意大利，根本无法在意大利半岛立足。罗马虽有大国之尊，但并
没有出现大规模将帝国居民融凝成罗马主体民族的自然条件和客观因素。而中国，早在先秦时
期，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就已完成。民族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则是民族发展的保障。两者相互
促进，相互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壮大与中国历史上政治大一统格局紧密相连。“民族
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演进推动了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政治统一格局又反过来巩固了民族交融的
成果。”①这种民族交融与政治统一格局的积极互动，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的一个基
本规律。而支撑这一基本规律运行的基础恰恰就是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地理环境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自然基础，为人类社会
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地理环境不能决定文明的性质，但对文明的发展有着
显著的影响。广阔的中华大地孕育并滋养了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则依托中华大地创造了世界
上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中华大地有“厚德载物”之美誉；中华民族更有“敬天重地”之传统。和
谐共生的中华大地与中华民族，“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②，为中华文明之长久和持续发展
奠定了厚实之基础。

二、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英文中的“ｃｕｌｔｕｒｅ（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ｃｕｌｔｕｒａ”，其词根为“ｃｏｌｏ”，与农耕相关。③英文中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ｏ”，词根为“ｃｉｖｉｓ”，与城市里的公民有关联。而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国家（ｃｉｖｉｔａｓ）则是原
始社会跨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④文明与文化之间有联系，但又有
不同。“作为整体的文明，以社会的进步价值形式而存在，内含众多不同类型的文化。文化有丰
富文明内涵之贡献，而文明则有决定文化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之功效。”⑤

从历史的发展情况看，文化早于文明，文明是文化发展的产物。考古证明，早在１００万年前，
我国就已经有了人类。百万年的人类史、万余处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为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所创的中华文化，不但根系发达，多元汇聚，而且一线相承，传统不断。早在先秦
时期，中国就产生了像周公、孔子、老子、荀子等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与教育家，提炼并编写了
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道德经》《荀子》⑥等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经
典”与“教科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形成了极具生命力的文化传承体系。所谓“孔子
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就是中华文明师承体系的重要缩影；所谓“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
者折中于夫子”就是教材体系延续承传的重要体现和反映。这里的“六艺”，指的就是《诗》《书》
《礼》《易》《乐》《春秋》。⑦从司马迁对君王、贤人和孔子的对比评价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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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旺盛的传承力。秦统一中国以后，实行车同轨、
书同文、行同伦，逐渐出现如《中庸》中所言“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
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的文化现象。正是因为文化上旺盛的传承力和统一本领，
才保证了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中华文脉延绵不绝。

中华文化坚守以人为中心的基本准则，立足“人本”而不是“神本”，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以
“自律”“自强”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内涵，鼓励知识创造，凝聚人文精神，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内化力
和生命力。正如曾来过中国讲学和考察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所言：“与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相
比，中国更像是一个文化实体———唯一从古代流传至今的文明。”①罗素认为：自孔子时代以来，
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马其顿王国和古代罗马帝国都相继消亡了，唯有中国文明通过不断的演
进和发展而得以延续。“虽然中国文明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首先是佛教，现在是西方
科学知识，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在中
国，我曾经遇到一些中国人，他们犹如我们西方的教授一样熟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然而，他们
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平衡，也没有脱离自己的人民。”②在罗素看来，印度来的佛教没有将中国文化
印度化，也没有将中国文化佛教化。同理，近代西方文化也不可能使中国文化西方化。③

罗素看到了中国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价值，但他没有注
意到中华文明是一个综合体，有其独特的统一本领。而这一点，另一位研究人类各文明形态的
英国学者汤因比比罗素看得更准确、更深刻。汤因比坦承：“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
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
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④中华文化是“合”的文化，是“聚”的文化，更是能将超大规模
的人群“融在一起”的文化。政治和文化上统一的本领来自中国人的长期实践，是中国智慧的结
晶。它使多元的中华文化交融汇聚，凝成一体，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它是中华文明重大成
就的体现，有中国底色，也蕴含人类的共同价值，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如
果说政治上的内聚是大一统传统必然的话，那么文化上的凝聚则是中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以及“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等精神特质的自然升华。

习近平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
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
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
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⑤历史表明：底蕴深厚、包容开放的中华文化不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而且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内涵；与此同时，持续前行的中华文明又在整体上引领并规
范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它们相互促进，共同铸就了中华５０００多年文明传统的赓续，创造了
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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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脉相承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历史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客观的历史经常发生，但历

史学不一定随客观历史的出现而出现。在众多的原生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有苏美尔等王表，
但没有出现反思人类自身行为的历史学；尼罗河流域文明有国王名录，也没有出现反思人类自
身行为的历史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有印章，但无王表，更无历史学。雅利安人创造的印度文明
有无数文献宝藏、有宗教古籍、有灿烂的诗歌作品和远古的经典，但还是没有历史学。①唯有中华
文明视史学为人类镜鉴的宝库，很早就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人物贯穿于叙事之中，走上了历史
学与政治融通发展、历史与文明共存互进的独特道路。早在公元前８４１年以前，中国就有了古
籍记录。在公元前８４１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中国发明了历史纪年，产生了特色鲜明的编年叙
事，而且至今未断。以史记事，以史论事，是中国历史学的普遍特征；疏通致远，执古御今，是中
国历史学的天职使命；以史为师，以史为鉴，是中国历史学的崇高价值。中国历史学把人安放在
家国天下之中，而不是宗教神学之内。“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
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②中国是一个有
历史自觉的民族，是一个能把历史自觉内化为精神力量并产生巨大作用的伟大民族。

中国人尊史爱史，重视史著的编纂与创作，重视史学的传承。中国的史书卷帙浩繁、浩如烟
海。从早期的甲骨文卜辞到金文记事，从《尚书》《春秋》到《左传》《国语》《战国策》，从《世本》
到《竹书纪年》，从《史记》到《明史》，从《贞观政要》《帝范》到《资治通鉴》，这些既是中华文明连
续发展的核心标识，更是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重要体现。

中国的史书不但有鲜明的连续性特征，而且也具有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传统。《史
记》设《大宛列传》《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置少数民族于列传之
中，开了为少数民族立传之先河。后世史书中的《四夷传》实际上就是对《史记》编写传统的继
承。《二十四史》中保存有众多最高统治者为少数民族的史书，如《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
（部分）》《辽史》《金史》《元史》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具有
神交古今、凝聚民心的突出功能。

近代以来，历史哲学在西方兴起。西方学者在研究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史书的
丰富性和史学的连续性特征。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就曾在其名著《风俗论》中有过这
样的评述，他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
尽无遗，撰述严谨，没有掺杂任何神奇的成分。”③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的历史书没有虚构的神
迹，没有得到神启的人物。中国人编撰历史，从一开始“便写得合情合理”④。与伏尔泰同期的法
国学者魁奈也有同样的说法：“关于历史学，这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
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
历史典籍。”⑤魁奈认为：在古代中国，王朝可以变化，但史载不会断绝。当王权转移到另一家族
手中时，“（其）言行实录便被汇集在一起，仔细加以比较以确认事实真相”⑥。晚于伏尔泰和魁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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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虽然对中国古代的哲学颇有微词，但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还是非常赞赏的。
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１８２２—１８２３）一书里，黑格尔坦承：“（中国）这个民族拥有自远古以来
至少长达五千年前后相连、排列有序、有据可查的历史，记述详尽准确，与希腊史和罗马史不一
样，它更为翔实可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这样一部连续翔实的古老历史。”①英国近现代
史家普鲁姆也承认：“（中国）以朝代相接，有庞大的历史档案，与西方的史料一样丰富，而且时间
跨度更长。”②加拿大当代学者丹尼尔·沃尔夫更认为：早在公元前４世纪时，中国史学就是一个
重要的“知识类别了（与哲学、文学和‘经学’并列）”，而“它在欧洲古代从未获得此种地位，在
１７世纪晚期之前的西方也未获得”③。

国外学者对中国史书的丰富性与史学连续性的评析和赞叹虽不一定发自内心，但它从一个
侧面说明：西方的传统史学因缺乏自身连续性，在保存文明的信息等方面存有明显的缺陷。在
西方，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是低于哲学和诗学的学问。正像西方的文明是断裂中的复兴那样，
西方的史学也是断裂后的再创造，是消除“神学婢女”影响后的再编撰。史脉断裂、排列缺序是
西方各国无法回避的事实。而在传统中国，史学却是第一流的学问。④史脉相承，从未中断。中
国人知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因为史是经验之结晶，史是智慧之源泉，史更是国家政治行进
路上之基石。史中有家国情怀，史中有民族脊梁，史中也有文明发展之动力。中国连续发展的
历史学记述了中华先人的艰苦创业，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为人类保存了解开无数疑难
问题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

唐代学者刘知几曾言：“史之有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⑤中国的历史
学在天、人、古、今之间架构了桥梁，在个人、民族和国家之间开凿了通衢，从而使中华文明始终
在时空、古今的交融中，在个人、家国的情怀下连绵前行。天、人、古、今同在，个人、民族、国家共
存，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历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也
是一门察往鉴来的大学问，承载着守护中华文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重任，对中华文明的连
续发展贡献卓著。

四、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明确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

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来自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实践表明：“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⑦从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中我们能够深刻地领悟到一个非常重
要的道理，即：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要回答时代之问，必先追溯历史，理清源
流，凝练共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把文明连续之真转化为现实
发展之实。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当今正确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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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①这是我们

党得出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它告诉我们：中国人的道路过去是由中国人来决定，现在和未来
也必然需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践行。这是历史的逻辑，历史的必然。这
一认识对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坚定道路自信意义极大。实践表明：我们党要领导人民走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②。中国道路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应有之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是继承中的发
展，传承中的创造。

第二，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助于我们不断增强坚定文化自信的定力，大力推进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习近平反复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③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最基
本、最深沉的力量，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剂，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文化兴则国运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民族。中华文明并非落后、停滞之文明，也
非静止不动之“木乃伊”。中华文明所展示的连续过程是承传和创新相结合的历史进步过程。
连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不但记录了中华民族奋斗的足迹，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且为中
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在５０００多年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巨大成果，
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不断丰富连续性内涵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库。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守
马克思主义之魂脉，必须坚守中华传统文明之根脉，坚持文明的主体性原则，在赓续中华文脉的
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既顺应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势，更
符合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需要。

第三，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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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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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中华文明连续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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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我们党是中华文明的坚定传承者和弘扬者，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
建党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经过百余年的努力，已经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
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党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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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①历史表明：在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的中华民族，也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飞跃，完成伟大复兴的神
圣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坚
持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领导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民族地区３１２１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２２年，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平均增长７． 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１０． ２％；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为改
善，仅铁路一项，民族八省区１０年间就增加了１． ５８万公里；我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
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１． ２５亿少数民族人口中，流动人口就超过了３７００万，等
等。②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总之，实践是理论之本源。理论来自实践，但又服务于实践，起着时代先声，社会先导的作
用。正确认识和阐释从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学界的崇高
使命。而深刻把握和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坚守中
华民族文化主体、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赓续中华民族历史文脉的重要前提。学界理应在回答
“时代之问”、解释“时代之需”、建设“时代之文明”方面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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