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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纵轴上，中华文化开启了复兴之路的新征
程，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世界的横轴上，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锚定了自
己的坐标，中华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显示独特魅
力，正在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一纵一横间，流淌着文化自信的长江大河，演绎
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盛典！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魂，文以铸之。
从东海之滨到钱江源头，从太湖南岸到瓯江之

畔，在浙江工作的 1600多个日子里，习近平走遍浙江
大地，足迹深深，阐释了他对于文化的深邃思索，印
刻着他对浙江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追溯习近平的脚
步，他谋划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以高度的文化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致力文化自强，推动文化惠民，磅礴
精神力量，对浙江文化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为浙江
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多年来，浙江干部群众一直没有忘记，习近平
为浙江文化发展殚精竭虑的时时刻刻；一直没有忘
记，他在浙江大地精心抒写“文化大省”的动人篇
章。

文化自觉
——深刻认识文化力量

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
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推进文
化大省建设的工作力度。

——习近平

开启文化建设新征程

2002 年金秋十月，习近平履新浙江。初到浙江，
这片人文渊薮之地，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2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为重建落成的雷峰塔
揭匾。始建于北宋初年的雷峰塔，于 1924年轰然倒塌
后，再次矗立在西子湖畔。“雷峰夕照”美景重回

“西湖十景”之列。这座千年佛塔再次成为杭州的文
化地标。

浙江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给习近平留下深刻印
象。他说：“浙江是文物之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之一，文化名人群星璀璨，文化精品琳琅满目，文化
样式异彩纷呈，文化传统绵延不绝，为丰富和发展中
华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经
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政策并无特
殊、陆域资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经济发展
最好最快的省份之一，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力
量，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于浙江能够较好地
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

直面现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浙江现象引发习
近平对文化力量的深层思考。

2005 年 8 月 12 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 《之江新
语》 专栏 《文化是灵魂》 一文中这样写道：“文化的
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
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
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
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在 2003年初的省两会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大力发
展先进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根
系。先进文化代表着人类前进的方向，是发展的重要
源泉和动力。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必须把大
力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大省，放在更为突出的位
置。”

“习书记深刻地认识到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力、
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的文化力量。在浙江的执政实践
中，就已自觉地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紧密对接，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
资源。”时任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说。

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说道：“政治是
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
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从根本上说，
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
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
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要化解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
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
聚、润滑、整合作用。”

一个民族，只有文化繁荣展示出比物质和资本更
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
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持续深厚的文化品格，才能进入
更高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对文化的深刻洞见，有力推动了浙江文化
大省建设。

2003 年 7 月，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
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成为“八八
战略”的重要内容，浙江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立起了
四梁八柱。

“那一年，浙江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文化体制改

革综合试点省之一。”时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童
芍素回忆道。

2005 年 7 月，浙江省委作出了 《关于加快建设文
化大省的决定》，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开启了
浙江文化建设新征程。

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
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
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如八大乐章，在浙江
大地奏响了一曲澎湃激越的华美交响。

文化研究工程贯古通今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从传承中华民族最
深沉精神追求的历史情怀、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
程的历史高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甫一亮相，“文化研究工
程”尤为夺目，因为习近平亲自担任了工程指导委员
会主任。当时，这让不少人出乎意料，不明就里。

“习书记十分重视文化建设，而文化涉及的方面
太多了，所以他就抓‘牛鼻子’。”时任浙江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蓝蔚青明白其中的道
理，“文化研究工程是基础，是源头，抓好了，就能
带动其他工程。”

浙江素有“文献之邦”之称，历史文献丰富翔
实。光是东汉以来的存世浙江文献就有 2000余种，可
谓“泱泱两千年，皇皇两千种”。

文化研究工程围绕“今、古、人、文”四大主
题，即“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
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首
次系统梳理、考订浙江历史文化、文化名人及其学术
思想和著述，对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经典进行抢救性
整理和发掘，全方位总结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浙江经济
社会发展历程及其成就的人文基因和精神渊源。

作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
一，在习近平主导下，工程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
组织实施，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很快取得
了重大进展。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一
直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
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
程。

2005 年 7 月，为响应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
大省的决定，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向习近平报
告了浙江大学与省文物局合作编纂、出版 《宋画全
集》 的建议，立即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习近平明确
表示，这一构想很好，值得为此努力。

“习书记离开浙江去上海履新前，还专门询问了
这项工作的进展。”张曦说，“2008 年 7 月，《宋画全
集》 开印前，他又亲自审定序言，勉励我们再接再
厉、善始善终，完成好这一光荣历史任务。”

2010 年 9 月，《宋画全集》 将告完成之际，编纂
团队计划拓展实施“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对
此，习近平又作出批示，下一步出版“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的打算很好，可积极向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各
方支持。

2015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考察，在
杭州仅停留一夜。当晚他又安排出时间，详细听取了
张曦关于“大系”项目等工作情况的汇报。第二天，
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他再次肯定了这个项目
的意义。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有关“大系”
的报告上作出了重要批示。

时至今日，《宋画全集》《元画全集》 已成功出
版，《先秦汉唐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 编
纂、出版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这个项目是浙江对国家的承诺、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致敬，11000 余件高清佳作钩沉中国古代画
史，使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华优秀传统瑰宝得以汇聚
再现。

“12 年来，这个项目始终凝聚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大量心血，充分展示了他对大规模系统整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生动体现了他‘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率先垂范，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
从而使我们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决心。”张曦说。

赓续传统文化之魅，赋予其现代化之魂。功在当
代，泽被后世。

杭州孤山脚下，有一座江南楼阁，是曾为存放国
宝 《四库全书》 而建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文澜阁

《四库全书》 在数次战火中几陷毁灭，历经数百年的
珍贵古籍已经经不起后人的翻检，然而浙江的文化建
设却需要大量的文献研究作支持。

2006 年，杭州出版社宣布将重新影印出版文澜阁
《四库全书》。

习近平专门批示：“文澜阁本的 《四库全书》 博
大精深，内容丰富。将其影印出版，这是文化建设
的一件大事，对我省开展的文化研究工程具有重要
意义。”

谆谆嘱托，化作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不竭动力。经
过 10 年努力，2016 年，汇聚浙江几代学人心血的文
澜阁 《四库全书》 影印出版完成，全书 1500多册。无
论从文化大省建设的需要看，还是从文澜阁 《四库全
书》 本身的内容看，这次影印出版价值巨大。

【下转A4版】

凝 魂 聚 气 铸 自 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文化篇

浙江日报记者 周少华 秦军 王婷 李文芳 陆遥 严粒粒

2005年6月17日，习近平在武义县调研基层民主法治并到履坦镇杨岸村察看群众性文体活动。 （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