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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通识教材中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

———兼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张伟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高校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教材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抓手。由南
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领衔编写的高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破专业主义桎梏，体现通识教育本

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聚焦传统文化精髓，在内容设置上精而不简、道器相济，在叙事话语上深入浅出、贴近生活，在

呈现形式上全景立体、新鲜有力，是高校通识教材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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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大局，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基

因”“突出优势”“根和魂”，明确提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命题，

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

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①。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

要讲话，不仅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

义、历史定位、时代价值，也为其传承与弘扬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文化先行”是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为理论依据，深刻总结党百年文化建设的历史经

验和新时代统筹“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安

排，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是落实“文化

先行”战略的重要方面②。高校是传承与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教材是传承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抓手。推出一部既能守

住马克思主义正道，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又能创出时代新意，满足不同高校和专业需求，进

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通识教材就显得尤为

紧迫和必要。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领衔编

写的高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③，便是回应时代呼唤的一部精品力作。该书

由上中下三编构成：上编围绕“何谓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何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个议题，阐明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质、时代价值、传承原则和

重点任务等基本问题；中编从个人美德、社会公

德、国家大德三个层面，详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自强不息、勤政廉洁、尽忠报国等最具代表性的

１５个核心理念；下编聚焦科技、文学、艺术、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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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２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２０２１０８００１９）
作者简介：张伟（１９８０—），男，江苏丹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

日报》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９日。
于春玲，丁富强：《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文化先行”》，《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该书有两个版本：一是张亮教授和薛茂云教授领衔编写的面向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２１

版），二是张亮教授领衔编写的面向本科院校通识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２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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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五个领域，介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器物

遗产层面的具体呈现。无论从结构编排、内容设

置，还是叙事话语、呈现形式等方面来看，该书都

称得上高校通识教材的典范之作，也是传承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之作。

一　突破专业主义桎梏，体现通识教
育本质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各高校积极响应《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新

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有

关“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

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开设本科及高等职业学校专科选择性必修

课”的号召，开设线上和线下相关课程，与之相应

的教材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其中既包括

专业性极强的文史哲类专业教材，也包括各种冠

以“国学”或“传统文化”名称的通识教材。

然而，除专业教材外，悉数这些所谓的“通识

教材”，大多定位模糊、内容杂乱、形式陈旧、不成体

系，既没达到通识教育“在于培养具备远大眼光、通

融见识、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完整的人”①的要

求，也未真正触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经过历史洗刷和

取舍、至今仍保有顽强生命力和时代价值的部

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譬如：有的教材虽标有

“通识”字样，却只是一些文史哲类专业教材的简

单移植或瘦身，只是书名增加了“读本”“导读”或

“概论”二字，结果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深度、隔靴搔

痒，在内容上也是浮光掠影、空洞乏味。有的教材

则偏于一隅，简单地将传统文化定位于儒墨道法、

习俗礼仪、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星象术数等，不

仅没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整体性概

念的内涵与外延，且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优秀”这

一前置定语的重要规定性，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其现代价值。

之所以出现以上现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

对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目标、意义虽有充分认知

且已形成一定共识，但在实践中仍没有摆脱专业

主义的桎梏，获得独立生长的空间。由此，通识教

育沦为专业教育的点缀，通识教材变成专业教材

的修补便不足为奇②。二是对通识教育建设的系

统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

教学方式、教材编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

支撑程度甚至超过了专业教育。由此，割裂三者

内在关联、缺乏立体设计的通识教材自然有失偏

颇，收效甚微。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主要原因，

已有的冠以“传统文化”之名的通识教材充其量

只能说是扮演着“通识”角色的教材，而非真正意

义上的通识教材。至于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一主题，在实践中既符合通识教育理念和

目标又能够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现

代价值的教材几乎无从觅得。

在上述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这

方面通识教材建设的一大突破。这得益于编写组

所在的南京大学本身就是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

的先行者之一，在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我国

实际情况的通识教育模式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张亮教授更是自２０１１年便率领团队开展哲学通
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建立了一套以“认识世界、

立德树人”为宗旨、以“育人为本、核心价值观引

导为纲、经典传承为基、批判思维培育为轴、互联

网 ＋为翼”的“４Ｃ＋”哲学通识教育体系，并自主
编写了国内高校第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哲学类

通识教材③。就此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

书是在南京大学多年通识教育研究和实践基础

上，积极响应“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

自信”④这一时代呼唤的最新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除面向本科院校通识教育外，

基于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的不同，编写组对照培

养“大国工匠”“贡献职业教育的中国智慧”的要

求，还编写了高职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

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

院校通识教育及教材建设上的不足。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聚焦传统
文化精髓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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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我们应当提供什么样的哲学通识教育》，《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张亮：《我国通识教育改革的成就、困境与出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郭明姬，孙乐强，张亮：《中国特色哲学通识教育的体系化探索》，《中国大学教育》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光明日报》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

家事权。”①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

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正确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

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②在传

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通识教材建设

上，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教材建设的要求，

最重要的就是要守住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正道。

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就是要在传承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

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

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

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

了的科学真理，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才能洞察时代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

潮流；也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

代中国之“的”，才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其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中跨越时空、超越

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弘扬起

来；反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则会丧

失正确的立场、偏离正确的轨道，走上厚古薄今的

文化复古主义或厚今薄古的文化虚无主义道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

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作用。”③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如此，事关国家意志和国家事权的教材建设更

是如此。

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道，就是要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扬弃的方式传承与弘扬其“优

秀”或“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表现形

态纷繁复杂，既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礼不

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受制历史局限的糟粕，又

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和而不同”“天下为

公”等超越历史局限的精华。倘若只是“坐在抽

象概念的安乐椅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不顾及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充其量只能说

是继承了“传统”而非弘扬了“优秀”或“精华”。

这里所说的“优秀”或“精华”，不仅在于超越历史

局限、具有普遍意义，能够反映和体现中国传统文

化特质和精义的部分，更在于有助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构筑

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提供中

国智慧等重大现实问题解决的部分。质言之，中

华传统文化是否“优秀”，是否“精华”，关键看能

否“今用”。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深刻

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

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④这就是说，只有立足

“现代”而非“传统”，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现代性”

问题而非“传统主义”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

能得以激活再生，其固有的价值才能得以呈现施

展，其传承与弘扬才具有现实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两个“正道”中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更具本源性和基础性，只有在守住马

克思主义正道的基础上，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正道才有可能。归根结蒂，传承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其更具

“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

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

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

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

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⑤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的字里行间来

看，该书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既坚持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又焕发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真正做到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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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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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４日。
《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光明日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３３页。
《“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记“十四五”开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考察调研》，《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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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 张伟：在高校通识教材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譬如：该书在对核心概念“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区别中，就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突出

“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又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选取和阐

释上，该书直接对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和建设要求，以期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和思想感情

上拉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距离。诸如此类

例子，在该书中俯拾皆是。可以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一书正因守住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正道，才妥善解决了通识教材建设中

意识形态教育与人生智慧启迪有机结合的难题，

实现了通识教育“培根铸魂”和“启智增慧”的双

重目标。

三　开创内容话语形式的新意，实现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不

能只关注其目标和价值，还应该关注其中蕴含的

一般逻辑进程。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或民族文化

复兴的实质是中华文化由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

转型。”①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要求在传承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必须坚持守正与创

新的辩证统一。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

是守正的方式和手段。如果说守正是守立场、观

点、方法之正的话，那么创新则是创内容、话语、形

式之新。只讲守正不求创新，守正就会陷入刻舟

求剑、抱残守缺；只求创新不顾守正，创新就会滑

向私人定制、恣意妄为。对通识教材建设而言，守

正不易，创新更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在

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在内容、

话语、形式上创出了诸多新意。

首先，内容设置上精而不简、道器相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追求面面俱到

往往顾此失彼，追求言简意赅又不免以偏概全。

因此，内容的选取和编排一直是困扰相关教材尤

其是通识教材建设的一大难题。由于没有很好地

把握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二者目标的差异，即专

业教育侧重“教”，以“成才”为目标，通识教育侧

重“育”，以“立人”为目标，已有的关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通识教材在内容设置上或多或少地存

在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别

开生面，在内容设置上既不像专业教材那样多以

时间为序，详细阐述不同历史时期传统文化的具

体内涵，也不像一般通识教材那样多以类别为纲，

简单罗列传统文化的一些浅层现象，而是从个人、

社会、国家三个层面选取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之

“优秀”特质的 １５个核心理念加以阐释，既避免
简单传声又能使读者“得其大者”。在内容编排

上，该书则采取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思路，在宏

观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形而上的理论阐释

之后，围绕选取的核心理念，在微观层面具体展现

了其形而下的现实形态。作为通识教材，该书在

内容选取和编排上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既有理论

又有现实，可谓精而不简、道器相济，在保持专业

水准的同时尊重了多数读者的理论认知和现实

需求。

其次，叙事话语上深入浅出、贴近生活。如同

“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一样，没有恰当的

叙事话语，再好的理论也会陷入“有理说不出、说

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程

中，采用人们乐于接受、易于理解的“普通话”“大

众话”，而非晦涩难懂、拒人千里的“学术话”“精

英话”，对其能否最终“飞入寻常百姓家”进而增

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事实上，已有的一些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教材特别是通识教材，所讲的“故事”很少有

大的差错，问题多出在讲故事所采用的叙事话语

上。譬如：有些话语居高临下，以抽象概念取代日

常语言，过于理论化、学术化；有些话语则流于媚

俗，以“戏说”替代“讲理”，过于平庸、肤浅。上述

两种叙事话语虽表现不同，但均未能讲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不仅没有起到使人想听爱

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的效果，有时甚至起到负

面作用。与之不同，该书把“陈情”和“说理”结合

起来，把“我们想讲的”和“受众想听的”结合起

来，既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单向说教，也不流于媚

俗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以贴近日常生活的

“普通话”“大众话”来讲“故事”，在深入浅出的

话语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大道和智慧

根植人心。可以说，该书在叙事话语上遵循的基

本理念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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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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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才能影响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

‘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

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

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①

最后，呈现形式上全景立体、新鲜有力。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及教材建设上，如果说

内容编排是基础，叙事话语是关键的话，那么呈现

形式则是手段。有效的呈现形式不仅能拉近人们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激发人们学习的兴

趣，更有助于所述内容的理解和叙事话语的展开。

就此而言，形式之于内容和话语，不只是锦上添

花、可有可无，而是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与已有

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通识教材相比，该书

最值得一提的创新之处可以说就是呈现形式的全

景立体、新鲜有力。图文并茂是通识教材中惯用

的形式，然而配用什么样的图片却大有讲究。从

该书配用的大量图片来看，不仅紧扣内容且多元

多样，既有博物院、展览馆、民间机构等收藏的历

史文化珍品，也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或受其影响的当代成果。更让人惊喜的是，该书

还根据数字化时代知识传授方式以及人们阅读习

惯的变化，充分利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和传播手

段，以“链接”“扫码”“名片展示”等方式将精心

准备和制作的相关原典、译文、视频、微课等教材

之外的内容生动有力地呈现于人们眼前。这不仅

极大地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丰富了读

者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加深了对所述内容的认知

和理解，而且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可谓与时俱进、

技术赋能、全景呈现。

综上所述，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领衔

编写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高校通识教材

的一部精品力作，不仅积极回应了“推动高校开

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围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开设本科及高等职业学校专科选择性必

修课”的号召，取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材

建设上的突破，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

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意识，而且

在立场观点方法、内容设置、还是叙事话语、呈现

形式等方面做到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该书

的出版无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以及高校通识教育及教材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

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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