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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阅读：破译文化密码，读懂中国自信

考生在平时可以多阅读一些权威媒体的报道或时评，一是对阅读素材的积累，二是对写作手法的借

鉴。展鸿教育挑选了一些文章，供各位考生阅读参考：

文博场馆里过大年，非遗大集上买年货，新年俗里的“老味道”绵延醇厚乡愁；各地春晚舞台、大

小剧场国风国潮大放异彩，解锁传统文化魅力，为中华古韵注入青春活力；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演绎“中

国式浪漫”，人民大会堂呈献精华版新春“庙会”，让八方来客领略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味道……中国

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虎年中国开篇序章澎湃的文化自信，是这个春节最耀眼的亮相、最鲜明的

印记、最深长的回味。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文化如春雨，润物细无声，这是国家历史发展中留下的“深深印记”，这是中华民族宝贵

的精神财富，这更是我们行稳致远的强大底蕴。传统春节是中国文化印记中最鲜明的符号，不仅因为这

是一个喜庆、团圆的日子，更因为这里面有小家大国，有辞别旧年、迎接新年的憧憬和希望。从中国各

地的“乡村赶集”缩影，从冬奥会的“世界舞台”，文化以它独特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

承续优秀文化的血脉与传统中，更好地破译文化密码，汲取磅礴文化力量，阔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新

征程，为推动世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从传统习俗中诠释和合文化境界。文化的印记，表现在各种各样的传统习俗中。当我们的聚光灯对

准春节，在守岁、祈福、年夜饭中有千家万户的喜悦，有国泰民安的画卷；在海峡两岸演员共同演绎的

《忆江南》、摩天大楼上“行云流水”的太极表演中，今年春晚传递的文化余韵悠长；在团聚、团圆、

团结中，有各族人民同欢乐的和合文化境界，让我们在传统习俗中感受到各个民族兼容并蓄的新气象，

让民族一家亲的盛景成为中华大地的靓丽风景线。

从春节习惯中展示千年文化底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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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文脉在新时代依然保持旺盛

的“生命力”，一舞《只此青绿》动人心，展示的不仅是惊艳神州的高超舞技，更展示了千年文化底蕴。

“回家”是春节习惯，这里面是沉淀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文化基因”，在特定的日子被激活，这里面是

浓烈的乡愁，是厚重的历史，是精神的家园。在代代相传的习惯中，传承的是文化自信，赓续的是文化

血脉，凝聚的是奋进力量，让新时代的文化更加繁荣。

从红白交融中折射东方文化神韵。春节遇上冬奥，让这个“虎年”不仅有“中国红”，还有“冰雪

白”，既是张灯结彩迎新春，也是热烈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来，在奥林匹克史册上镌刻特别的中

国印记。以文化为媒，沟通中国与世界，加深文化交流，不仅能实现自身文化发扬光大，也能维护和促

进世界文化多样性，让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当“中国红”邂逅“冰雪白”，我们在红白交融中看到的

是东方文化的神韵，看到的是中国与世界“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在跨越时空、跨越国度的中华文化

理念和智慧中，看到了中国在推动世界文化发展中始终尊重文化差异，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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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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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增强中国底气，让我们能够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方能更好地引领方向、凝聚人心，增强中国文化

自信，让中国优秀文化照亮世界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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