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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

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这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精

神。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人的精神力量和人的解放阐述文化内涵，强调了文化自信的突出地位，这是

新的文化使命提出的认识基础；从文化立场、指导理论和时代导向，提出了推进中华文化创造和进步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总要求，明确了新的文化使命的行动方针；从民族复兴、世界意义，强调了中华文

化创造和进步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把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作为新的文

化使命的崇高目标。这些方面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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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提出了要担负起进行文化

创造、实现文化进步的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命题。

新的文化使命的命题，贯穿于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的全部内容，是这些论述的

核心精神。新的文化使命提出的逻辑基础是什

么？如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的

目标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一、、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新的文化使命的认新的文化使命的认

识基础识基础

新的文化使命的提出，是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

础之上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

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使命。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了文化自信

问题。2016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化自信”，形成

了“四个自信”，并且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1-1]。这一表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内

涵及其作用与价值的新思考。

第一，从几千年历史文明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文

化的基础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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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1-2]作

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

于社会存在。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停留在静态

的、片断的状态中看待文化，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长

河中进行思考。文化总是与人类历史相互联系、相

互交融。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人

通过实践与自然界发生联系，自然界在经过人的实

践改造之后，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成为

“人化的自然界”[2-1]。人类正是通过能动改造自然

界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自身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维度上讲，文化是人类历史与生

俱来的，一种文化的形成，归根到底是其主体在实践

过程中不断积累、创造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

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

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中国文化作为中华民

族历史的积淀物，本身构成了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一

个重要方面，成为中国现实的社会存在。而作为人

的精神的创造物及其表现形态的道路、理论、制度等

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们生长在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

的土壤中，以深厚的中华文化为滋养。

文化传统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因

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

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

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

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

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4-1]所以，他提出：“要

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

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

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

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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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

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

现实基础。”[4-2]

第二，从人的精神力量的内涵把握文化的内在力

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化的系列论述中，多次

提到“民族血脉”“文化基因”“精神基因”等概念，深刻

说明了一个民族能够薪火相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文化基因是在人类文明

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

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思维方式或价值观的总和，它

是反映某种文化基本特征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

说：“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

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

心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

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

标识。”[5]“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

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4-3]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中断

过。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每当中华民族历经劫

难之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基因都能焕发出最深沉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民

族不断迎难而上、浴火重生。尤其是近代以来，中

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创造出

一系列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革命文化，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体现

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的品质，同时

在革命实践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无穷的精神

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几千年的历史

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

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

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

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1-3]

第三，从人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揭示文化的根

本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

的主体这一唯物史观出发，围绕实践的人民主体性

问题和人民是根本性力量来阐释文化的持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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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化是一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活

动的产物，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和行

为文化。思想创新只有汲取文化营养，建立在一定

群体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获得一定社会

历史实践根基，并得到一定的社会认同，成为人们日

用而不觉的文化观念，一代一代传递和继承下去，发

挥它们持久的力量。正如哲学家冯契的哲学命题，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把理论转化为现实力

量。也就是说，当一种思想和理论成为人们的思维

习惯，处事和生活方式，成为文化的内在认同，才能

真正成为现实力量。

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现实力

量的彰显也是人的力量的彰显。马克思曾指出：“思

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

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2]“在再生产的行为本

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

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

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

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6]只有让文化融入道路、理论、

制度之中，内化为人的素质，转化为人们自觉行动的

过程，才能发挥其更持久的力量。人民群众在推动实

践发展的现实创造中，又不断推动道路、理论、制度的

新发展。所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1-4]。

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发展、人的精神力量

积淀和人的主体实践三个方面把握文化内涵，把文

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文化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

论基础。文化自信，正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经验

以及由此内化为民族意识并成为现实实践内在精

神动力的文化的认知和自觉，是对中华民族5000年
灿烂文化及其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蓬勃生命

力的强烈信心。所以，增强文化自信，是新的文化使

命提出的认识基础和逻辑起点。

二二、、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和进步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和进步：：

新的文化使命的行动方针新的文化使命的行动方针

如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要求，即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

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

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

发展”[7-1]。同时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7-1]的文化发展方针，将三个坚持贯穿于

文化发展过程之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

这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是魂，以时代问题为导向是内在动力。

第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也就是坚持中华文

化的主体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要弄

清楚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就是对我们民族生命力的确证。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和命脉，“我们决不

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

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丢掉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

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

益启迪”[5]。在今天，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体现

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底气和定力。有着5000年历

史的中华文化，历经浴火重生，正逢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将为人类文明作

出更大的贡献。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兴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伟

大贡献。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文化创造。文

化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发展的、开放的，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必须随着时代的变革进行创造性的转

化。近代以来，中华文化曾经陷入困境，中西文化论

争伴随着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个进程，

如何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是关键性问题。正

如瞿秋白所说，“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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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世界”[9]。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科学理论，从进入中国开始即引发了中国近代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它与中国文化结

合，赋予中国文化以新的性质，使中国文化在近代以

来社会的激烈变革中，得到了更新，焕发出新的活

力。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

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

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0]

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

为理论，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在更新中

国文化的同时，又具有了中国的形式和中国的气派，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所

以，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地位，是坚定

中华文化立场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才能在不断推动实践创造中不断实现

文化的创造。

第三，以时代问题为导向推动文化进步。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创新

性发展。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之

上的，它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还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

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

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1]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问题

意识，针对新时代文化发展中的问题与态势进行了

部署。根据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

识多元化以及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出要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因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

方向和发展道路”[7-1]。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聚着

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集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

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

大问题”[1-5]。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将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联系起

来，让中华民族追求崇高道德境界的传统薪火相

传。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创造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的作品，培养出德艺双馨的名家大师。要为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

发展。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此前提下

着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

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进行文化创造，在解答时代问题的实践中追求文化

进步，这是新的文化使命的行动方针。

三三、、开辟开辟 2 12 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

境界境界：：新的文化使命的崇高目标新的文化使命的崇高目标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

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就要更好构筑中

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来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进而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

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6]，这是新的

文化使命的崇高目标。

第一，努力增强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

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发展

放在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上，强调“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繁荣为支撑的，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7]。

“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8]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不仅需要建设经济

强国，同时也离不开中国精神的凝聚，中国价值的认

同以及中国力量的彰显。

要弘扬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

重新阐述了浙江精神，提出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勇立潮头”；在上海工作时对上海精神作了补充，形

成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聪明睿智、大气谦和”。他

系统地概括了各个时期的革命精神，例如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焦裕禄精神

等。关于中国精神，他认为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4-4]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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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2018年3月，他指出中国精神有四方面基本

内容，这就是“伟大的创造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伟

大的团结精神、伟大的梦想精神”。这些精神是凝心

聚力的兴国之魄、强国之魂，直接支撑着中国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要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

中是起中轴作用的”[1-9]。他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用其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

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10]；其次要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像空

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11]；再次要用各种文化

形式，生动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要靠机制

保障，用法规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

要致力于凝聚中国力量。“用13亿人的智慧和

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4-4]，这是实现中

国梦的根本保障。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

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推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13亿中国人民的智慧

和力量，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核心

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只有将先进的精神和价值体

系内化为人们的内在追求和道德准则，外化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做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才能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助力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积极彰显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中国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关注人类社会的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

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作为自己的使命。”[7-2]为人类谋求和平与发展，也

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强的感召力

和吸引力。“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

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

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

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

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

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1-3]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解决当代

世界的问题提供启示。他说：“中华文化崇尚和谐，

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

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

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

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12]

所以，“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

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5]。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的建设对世

界的价值和贡献。他说：“经过长期努力，我国成功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

的辉煌成就，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

是成功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当代中国

价值观念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客观看待当代

中国价值观念。”[1-12]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实现

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

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

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

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

力。”[13]

第三，努力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

国文化的创造与创新，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把马克思主义推向21世纪需要中国文化的涵养。所

以，新的文化使命还意味着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

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要“不断开辟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4]。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创造中，特别重视对社会

历史的实证研究。1879至1882年间，晚年的马克思

又留下数百万字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和《历史学笔

记》，以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对东方

社会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古代社会史笔

记》，其内容包括除欧洲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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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浓厚的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色彩，因此又被称

为《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他曾经明确地反

对“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

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5-1]，指出他在《资

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理论“明确

地限于西欧各国”[15-2]。东方社会的社会规律问题只

能根据这些国家历史文明的发展特点作出判断。马

克思在笔记上十分重视东方各国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用西欧模式说明和概括一

切。他晚年对欧洲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

各古老社会形态的研究，对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以

及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思考的

一种延续和重要解答，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社会

中的革命实践得到了丰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

发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

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6]，这就要研究中

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这就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

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有机结合，使来自西方的马

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形式、中国气派。

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

时期。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

合。针对新的时代主题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用

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是不够了，马克思主义需要

在发展的实践中探索。所以，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已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具体

化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中国的新实践

创新发展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有了更系统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17]。他认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

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

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

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18]。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中国作风、中国

气派的形式，更需要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的内涵，还需要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对人类进步的贡

献。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建设，走出了近代以来只

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刺激作出被动反应的历史阶段，

具有了主体创造精神，更具有全球视野与世界胸

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又一次有机结合，使

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使得中

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元素，使得原来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更具有了世界普遍性。

新的文化使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紧密相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命题，突出

了文化理论、精神和价值在变革社会历史实践中

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力量。其包含的第一层使命就

是要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提供主

体力量，其包含的第二层使命则是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伟大实践中推动文化自身

的创造、发展和进步。文化使命与历史使命，在改

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性中，密切地结合

在一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命题，贯穿于习近平关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的全部内容，

是这些论述的核心精神。

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神圣职责，也是新的文化使命的崇高目标。

理论本身是一个文化形态，规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

展方向。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最重要的就是要把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向21世纪，推动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步，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

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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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w Mission of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DING Xiaoqiang ZHAO Jing

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a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and can shoulder our new cultural mission, make cultural creations through practice, and promote

cultural advancement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idea represents Xi Jinping's core spirit of socialist culture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 give a explan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human spiritual strength and human liber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prominent posi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From the cultural standpoint, guiding theory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times,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gener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n he defines

the action principle of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Xi Jinping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of the

creation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cultur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He take opening

the new realm of the Marxism of 21st century China as the highest goal of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These

aspect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original innovation of th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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