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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的
向度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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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积淀、发展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
中，蕴含着个人层面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修身之美，社会层面以仁爱和合为核

心的和谐之美，国家层面以命运与共为核心的大同之美等丰厚的美育资源。

在新媒体时代，要更加重视新媒体在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价值中的载

体功能，彰显其独特优势，不断推进新媒体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中的

自我革命，以不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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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８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时指出，“要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

华美育精神”［１］。２０１４年２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

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２］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５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第一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升到了国家工程的高度，也对发挥传统文化的

美育功能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源远流长、博采众长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建设文化强国的

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功能，培养时

代新人高尚的道德情操、高雅的审美品位，事关民族自信、文化强国建设全局。



一、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的时代之问

（一）问目的：提升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现实需求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建国７０多年来，植根于中国上下五

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都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激励着中华儿女推翻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建立起崭新的中国，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革命精神之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纠正了文化领域的思想偏差，极大地发挥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激励作用，建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京剧、诗歌、书法、绘

画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形式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明确界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

方位：“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３］２０１在互联网

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的发挥面临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人民群众

的精神世界需要进一步丰富，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需要实现，但现实社会和理想精神世

界的巨大差距要求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功能，要求依靠更高效、更便捷的新媒

体技术传播文化之美，净化人们的心灵，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审美品位，从而提升整个民族

的文化自信，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二）问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资源的挖掘差强人意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４］。它包括个人层面的价值观

念、信仰方式，社会层面的处事方式、终极关怀，以及国家层面的民族精神。郭齐勇先生

曾说过，中华文化还包含深邃的多样化的学术、技能技艺、独特的知识系统［５］。张岱年

先生指出：“中国思想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而言之，就是《周易》讲的两句

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文化精神具有超越时

空的普遍价值和时代意义。”［６］习近平总书记用“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概括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１］。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一个巨大的宝库，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丰富多彩的文化不断交流

融合，形成了丰厚的美育资源。以中华文明的常经、常道为例，它们在礼乐文明与四书

五经之中是君子修身与治理社会的经验集成，是人性的治政方略。稳定的社会秩序与

安定人心的信念系统，共同熔铸了中国文化精神，涵养了中国人民的性格，在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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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细雨中指引人们追求更有意义、更有情趣、更有价值的人生。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偏向

一种素朴的辩证思维。“虽然中国传统艺术强调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但与近代艺术相

比，它也是单纯与静穆的。”［７］１３９因此，古典、素朴、和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精神特

征。而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追求对立也追求和谐的审美特征使人们的审美活动

进入了新阶段。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表现在根据传统文化进

行的创作过于追求功利导致内容粗制滥造，过度娱乐化导致审美性、高雅性不足，不能

很好地借助新媒体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功能，提升受众的审美情趣。这些问

题亟待通过新媒体手段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功能来解决。

（三）问方法：新媒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的发声载体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今，新媒体在人们生活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无人不网”“每日必网”已经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然而，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背

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的发挥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人们没有很好地借助新媒

体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净化心灵和提升审美品位的作用，反而出现新媒体将优秀传统文化割裂

和碎片化传播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方式、内容和创新研究力

度不够，无法将文化之美深度传播。因此，要找到高质、高效地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以解决

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提高传播内容的质量，注重传播方式的灵活性，以增强对不同受众的

吸引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美感体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二、新媒体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的向度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

追求，已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本身就是一部美的画卷，是文化之美的交融

汇聚［８］。固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诸多美育资源，但在面对新媒体时代人民精神

世界丰富、公民文化自信提升、和谐社会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要求时，需要挖掘

其蕴含的有新价值的美育资源。

（一）个人向度：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修身之美

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

的民族性和丰富的内涵。“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孔子不把人的

情感、观念、仪式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世界，而是将其消融在以亲子血缘关系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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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中，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向内、修身的特征，也形成了民族审美

的特点［９］５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观念，以及“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等，都能在潜移默化中涵

养个人品德，展现民族精神，是重要的美育资源。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有诸如书

法、绘画、戏曲等作品展现的忠孝之美，舞蹈、音乐、美术等艺术展现的仁义之美等，其优美

的线条、雅致的布局与儒家的修身之美相得益彰，也是重要的美育资源。

（二）社会向度：以仁爱和合为核心的和谐之美

所谓真正的人不可能是一个 “自我中心”的人，更不可能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人”［１０］。

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法则中包含了仁爱、和合、利他的处事原则，

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二者有着内

在的统一性，为共同构建文明有序的社会秩序树立了精神坐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

华民族勤劳勇敢、勤政为民、自强不息、依法治国、爱好和平等精神资源。在处理官民关系时

强调为政者要以德修身，在处理人和生态关系时强调要天人合一。这些中华传统文化中展现

的追求和合的精神，以及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各适其天的思想，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处事原

则、确立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国家向度：以命运与共为核心的大同之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方案，蕴含着传承千年的中国智慧，指

明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文化

观，“天下大同”的社会观，指引着中国人民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建立平等发

声、互利共赢、团结协作的国际关系，形成支撑人类社会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精神

力量和思想动力等要求，使得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功能的需求更加迫切。中华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厚的审美文化资源，其中，民族精神资源最具有代表性。

民族精神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它集中体现了精神文化对人的指

引、激励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美的集中表达［１１］２２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四种

伟大精神”［１２］，即“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美育资源极其重要的部分，是对大同之美的另一种诠释。从造纸术引发的媒

介变革到火药推进的历史进程，从印刷术加速的世界文化传播到指南针开启的航海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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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创造精神早已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绽放着光

芒。蜿蜒在华夏大地上的万里长城，哺育了天府之国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红墙黄瓦构造出

的建筑精华故宫，从历史中来浩浩荡荡奔向未来的大运河，以及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中

华传统神话故事，无不蕴含着植根于中国人民骨髓的奋斗精神。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

历史中，统一始终是前进的方向，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中也始终蕴含着团结的血脉和精神。

因此，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昭示的大同之美势必能指引中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命运与共。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包含了其他诸多的美育资源，如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道德理念等，可以引导人们向上向善，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还可

以为道德建设提供和谐之美，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调解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更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大同之美，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含义。

三、新媒体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功能发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时强调：“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

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

精神。”［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包括美育资源的挖掘、

梳理、转化、传播等，而新媒体的侧重点在传播层，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功

能，就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和手段。新媒体可以更便捷、更深入地向大众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之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将其传播出去。

（一）重视新媒体在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中的载体作用

“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谏鼓”“谤木”是收集舆论的工具，陈胜、吴广起

义时让人在帛上用朱砂写了“陈胜王”３个字塞到鱼肚子里，还让人学狐狸叫“大楚兴，

陈胜王”，一来二去人们就相信了，这说明古人就很懂得发挥媒介的载体价值［１３］。随着

时代的发展，新兴媒体如雨后春笋遍及千家万户，其必将成为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

育功能的重要载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一直在积极挖掘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再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一种在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精神资源，

其美育功能的发挥不能一以贯之地采用传统的如口耳相传、文化传承人引领、书本记载

等方式，而必须结合新时代构建文化强国的需求，对美育资源、美育路径、美育价值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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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分析，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在新媒体时代对提升公民自信、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抵制网络错误思潮的价值所在。“中国－东亚文明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稳定

性和安定性，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令人惊叹的伟大统一力。”［１４］２９４植根于传统农业文明

的中华传统文化在面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时，在和新媒体碰撞的关键期，不免会与

当代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不适和冲突。要充分利用高效的传播方式，尽可能快而广地

扩大美育受益人群，启示更多的人明白他们正在经历的变化，解决其在精神层面出现的

问题，培育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现代人。

（二）彰显新媒体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的独特优势

“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１５］３３３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功

能，借助新媒体这一载体有两大优势。一是传播速度更快，呈现形式更活泼、灵动。首先，

新媒体能容纳海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整体美、协调

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资源高效集中，点对点向受众传播。其次，新媒体矩阵可将

所有新媒体运营账号集中在一起，定期发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信息，集中快速地向受

众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使审美主体获得完整的审美体验，避免传统文化审美资源的碎片

化、延迟性传播。再次，新媒体在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时更加注重审美主体的

美感体验。如公众号在发布推文时，会进行标题设计、字体选择、图片选取、内容排版等，

以满足受众的审美体验和的审美习惯。最后，自媒体也是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

能的重要载体。自媒体背景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的引领者、传播

者，当大多数人利用自媒体成为美的发现者、鉴赏者和创造者时，则会汇聚成一股强劲的

力量，营造出一种高雅的大众审美氛围。

二是内容上更加接地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呈现生活之美。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在使用新媒体时必须注重传统文化中与修身养性、

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内容。新媒体运营者应由浅入深，挖掘符合

大众需求的内容，用灵活的形式潜移默化地感化审美主体，传达中国意蕴。依托新媒体

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时选择的内容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反映现实、观照现

实，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真正绽放中华文化之美。

（三）鼓励新媒体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中的自我革命

“科学美”表现为定律、发明、实验中展现的简洁、和谐、统一之美，是一种数学美和形式

美，也是一种理智美。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追求科学美的过程。新媒体遵循着

竞争性、互动性、革新性的发展规律，实现了自我革命，成为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功能

的有力武器。２０１４年８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

００１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把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正式提上社会经济

发展日程，倡导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旨在打造一

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因此，新媒体要与报纸、广播相结合，与虚拟现

实技术结合，为受众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的享受，使新媒体技术和审美主体真正和谐相处。

此外，新媒体还要与网络直播相结合，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如此，

各种媒体技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让人们接受美的熏陶，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成

为精神世界富有的人，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１８－０８／３０／ｃ＿１１２３３５５７７５．ｈｔｍ．

［２］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６（０１）．

［３］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Ｍ］．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４］郭齐勇．文化认同与传统美德教育：谈谈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Ｎ］．人民政协

报，２０１５－０８－１７（０９）．

［５］郭齐勇．论国学教育—在第三届全国国学院院长会议上的主题发言［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ｓｉｘｉａｎｇ．ｃｏｍ／ｄａｔａ／７８６９１．ｈｔｍｌ．

［６］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为《中国文化研究２０年》序［Ｊ］．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３（５）：２７５－２７６．

［７］周来祥．文艺美学［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７－０２（０１）．

［９］李泽厚．美的历程［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

［１０］张岱年．人伦与独立人格［Ｊ］．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０（４）：１０８－１１２．

［１１］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第二版［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习近平：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１２－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３／２０／ｃ＿１１２２５６２８９８．ｈｔｍ．

［１３］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Ｊ］．求是，２０１９（６）：４－８．

［１４］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Ｍ］．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

［１５］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责任编辑：楼启炜）

１０１第２期 李盛婷：新媒体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的向度及功能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ｅｒａ

ＬＩＳｈｅｎｇｔ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ｆｏｒｍｅ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ｙｏｆ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ａｔ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ｂｅａｕ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ｌｏｖｅａｎｄｈａｒ
ｍｏｎｙａ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ｅａｕ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ｄｅｓｔｉｎ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ｔ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
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ａｓａｃａｒｒｉ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ｅｌ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ｉｎ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上接第９４页）

Ｌｏｇ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ＳＵＹａｎｙ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１８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ｗｉｔｈｃｏｍｒａｄｅ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ａｔｉｔｓｃｏｒｅｈａｓ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ｄｅ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ｆｏｒｍ
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ａｌ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ｏａｇｒｅａｔｍｏｄｅｒ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ｌ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ｃａｌｌｆｏｒａｎｅｗｕｐｓｕｒｇ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ｍｅｅｔ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ｎｅｅｄｓｆｏｒａｂｅｔｔｅｒ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ｈａｓ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ａｃｔｉｎｇｓｕｂ
ｊｅｃ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ｒｏ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ｏｎｖａｌｕ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ｏｏｓｔ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２０１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