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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与现实价值*

李华胤

摘要：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实践，以发展和系统的眼光审视乡愁，把

“乡愁”从情感命题升华为“文明传承和文明新形态”的国家发展命题，将乡愁的地理空间从乡村拓

展到城市、祖国，使乡愁从传统走向现代，赋予了乡愁更深层次的时代意蕴；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中

国式的乡村振兴、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要以“留住乡愁”为基本前提，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要以记住中国乡愁为核心，乡愁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情感营养、文化滋养和方法补养，彼

此之间是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关系。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传承于中华民族深厚悠久的乡土文化，

根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固有的农村情怀，凝练于中国城乡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植根于习近平工作经历中

缔结的农村情结。其核心要义是：擘画新时代乡村振兴宏大蓝图、深刻描摹现代化城乡关系新谱系、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基础、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乡愁文化传承增强文化自信。习近

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产物，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价值，还提供了方法指南，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城乡深

度融合、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实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乡愁 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 文化自信 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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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现象是任何农业国家迈向现代化国家过程中都会发生的世界性命题。中国历史和文化的

深厚性决定着中国乡愁的独特性。中国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史，乡音难改、乡情难忘、乡亲难舍、乡土

难离的乡愁情怀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精神家园里。这种情怀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

成员的乡土情结，它内含家国情怀、爱国爱乡情感，集中体现着人们对家园故乡、家乡风情、祖国故

土的眷念热爱与情感归属，体现着人们回报桑梓、建设家乡的满腔热情与赤诚执念。每一个中国人都

有属于自己的乡愁，乡愁是人们的心灵之根。乡愁是情感的，也是物质的；是文化的，也是社会的；

*本文系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及现实价值”（编号：2021353）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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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农村的，也是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是人们对经受现代化冲击的历

史印记、文化传统、生活记忆、生态风光以及伦理价值观念的怀念情感。在城乡现代化进程中，一个

国家如何处理历史上累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印记，有效实现乡愁情感及元素与现代化相衔接，使乡愁

元素迸发时代生命力，是重要课题。习近平不仅自己表达乡愁，而且基于实地考察对乡愁进行了系统

性、创新性的阐释，为新时代在“留住乡愁”中实现城乡一体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振兴道路、新型城镇化道路、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价值基础。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体现了

人与自然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物质与意识的统一、城市与乡村的统一，

为中国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实践指导。

一、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生成之源

现代乡愁既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流动，也根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既

有历史所赋予的特定文化思想，也有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内涵。习近平着眼于乡村振兴与城乡现代化、

着眼于人民幸福生活与民族复兴，对乡愁做了系列阐释和多维解读，是个人情感与国家发展、历史文

化与现代化实践等叠加催生的发展思想。

（一）传承于中华民族深厚悠久的乡土文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乡村故土就有浓厚的情感，既有思乡恋乡、安土重迁、回馈乡里的情感牵挂，

也有衣锦还乡、告老还乡、魂归故土的情感执念。这种乡土情结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

深处，对乡土风貌的记忆、对乡村生活的怀念、对乡亲的挂念等构成乡愁情感的重要内容。费孝通（2008）

将中国定义为“乡土中国”，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不是说中

国“土”，而是意在说明中国文明的乡土性。乡土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民朴素而自然的性格，而且

给中国人民建设家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记载着村居

悠然、田园耕作、山水寄情、牧童吹笛、莺飞草长、鸡鸣狗吠等各种对乡村美好生活的记忆与向往；

记录着在外游子的拳拳乡愁之情，例如“乡梦断，旋魂孤”“独在异乡为异客”“乡梦不曾休，惹甚

闲愁”；记录着异乡人还乡的复杂情感，如“青春作伴好还乡”“乡音无改鬓毛衰”。乡愁因乡村地

缘关系而生，因乡村地缘生活而成，因背井离乡而起，构成中国人独特的乡土文化。乡愁情感既给人

们提供情感寄托，使人们在思乡、还乡的情感支撑中不断前行和奋进；又延展出与思家、思乡、思国

相对称的爱家、爱乡、爱国的情感，生发出家国一体意识和家国情怀，形塑着中华民族的家国文化。

习近平关于乡愁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华民族固有乡愁情怀的继承和凝练，体现了农耕文明和乡土文

化的血脉延续性。厚重悠久的中华文化是乡愁的“根”。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奋斗前行的支撑力量和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①
“优秀传统

①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人民日报》2015年 10月15日01版、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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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①
这种精神命脉

具体体现为人们对家、对家乡、对国家的难以割舍、无限热爱的乡愁之情。“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
②
乡愁则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内涵和见证。乡愁与中华文化紧

密联系，中华文化也赋予了乡愁特定的内涵。“乡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这

个地方。”
③
离家离乡人的乡愁是思家思乡，离开祖国的人的乡愁则是思家思乡思国。习近平所论及

的“这个地方”超越了传统乡愁所指的纯粹的乡村地理空间，在现代化进程中泛指过去生活过的地方，

不仅包括乡村，也包括城市，还包括祖国。因此，在中国人的乡愁里，思家思乡思国与爱家爱乡爱国

是一体化的，这也是中国乡愁的独特性所在。对于身处异国的人而言，思乡的同时也是思念家乡故土

所立基的祖国。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侨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时谈道：“旅美侨胞有着勤奋敬业的优秀

品质，也有着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你们情系桑梓，关心祖国前途命运。”
④
在习近平看来，乡愁的

最高层级就是家国情感，是中华儿女彼此相连的精神血脉和情感纽带。乡愁是农耕文明、乡土文化的

核心体现，与家国情怀紧密联系、高度统一。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传承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

明和乡土文化，体现了爱家爱乡爱国相统一、思家思乡思国相统一的历史文化。

（二）根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固有的农村情怀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农村和农民发挥了

重要作用。依靠农民、发动农民，农村和农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后盾。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

历史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而深厚的农村情怀和农民情结。热爱农村、尊重农民、始终情系乡亲

父老的赤子之心在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有着深刻的体现。在革命年代，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井

冈山、延安等地与农民共生产、同生活，生发出浓厚的农村情怀和农民情结。习仲勋常说自己是农民

的儿子，并认为“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
⑤
。邓小平则

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⑥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中国共产党

人虽然离开了农村，但始终牵挂着乡亲。农民将军甘祖昌辞职回家当农民 29年，带领乡亲建设家乡。

正是因为有始终不忘乡亲、不忘乡情的农村情怀，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才始终坚持农民本色，秉承勤

劳守正、艰苦奋斗、满怀桑梓的优良传统。这种“农民之子”的乡愁情怀深深地烙印在中国共产党人

的血液里，这些精神品质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了焦裕禄、

①
参见《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

日报》2014年 9月 25日02版。

②
参见习近平，20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60页。

③
参见《“月是故乡明” 中秋节听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谈乡情》，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9/0913/c1008-31352595

.html。
④
参见《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侨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 9月 25日02版。

⑤
参见《齐心：忆仲勋——纪念习仲勋同志 100周年诞辰》，《人民日报》2013年10月 18日06版。

⑥
参见李新芝，2018：《邓小平实录.3》，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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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全珍、沈浩、张桂梅等一大批用生命和实际行动践行爱家爱乡爱国情怀的模范党员。

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农村情怀外显为“情系农村、牵挂农民”的独特乡愁，升华为不忘初心、艰

苦奋斗、勤政为民的精神品质。习近平乡愁的重要论述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史中所积淀的农

村情怀和农民情结。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的乡愁，流露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厚情

感。“我曾在中国西部地区当过 7年农民，还当过一村之长，我在中国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等省

市任职时也都领导或分管过农业工作，对农业、农村、农民很有感情。”
①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在实

地考察和调研中强调和阐释乡愁，把乡愁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他在吉林调研时指出：“新农

村建设要坚持规划先行，注重乡土味道和民族风情，注重补农村的短板、扬农村的长处，努力建设美

丽乡村和农民幸福家园。”
②
在习近平看来，乡愁是新时代人民的诉求，是城乡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

向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③
“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

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
④
可见，习近平对乡愁的表达、阐述和理解，是对中国共

产党人固有农村情怀的延续和升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为人民谋幸福的博大情怀。

（三）凝练于中国城乡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启并迈入现代国家建设进程，城市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构成中国国家现代

化的两个重要内容。在“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下，城市现代化优先于农村现代化，

农业农村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并因此形成城乡二元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后，以农村为改革

起点开启了新的城乡现代化进程。但随着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城市的现代化步伐加快，以农支工，城

乡现代化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

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

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⑤
进入 21世纪，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

化，确立了“以工支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着力破除城乡二元格局。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

乡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13年，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

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⑥
习近平在湖南

湘西考察工作时提出了“要分类指导，把工作做细，精准扶贫”
⑦
的扶贫方略。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上发表致辞（全文）》，http://www.gov.cn/govweb/ldhd/2012-02/17/content_2069997.

htm。
②
参见《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强调 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 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人民日报》2015

年7月19日 01版。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58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4页。

⑤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65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页。

⑦
参见杜家毫，2013：《加强分类指导 实施精准扶贫》，《人民日报》12月 3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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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任务。从城乡两个部分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不难发现，乡村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是失衡的。也

正是这样的不均衡现代化，才导致了“乡村病”和“城市病”，同时催生出城乡一体两面的乡愁。

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看，乡愁是城乡发展问题。现代化发展的病症要用现代化的方法予以解决，

关键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和城市都有独特的历

史文化基因，它们构成每个人独有的乡愁记忆。中国的城乡建设亦不能抛却中国的城乡历史和文化。

习近平非常重视城乡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传承。“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

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①
“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

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②
习近平强调的城乡现代化既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也

不是简单的城市化，而是要立足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的城乡现代化。对此，他指出：“要科学把握

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③
中国城乡现代化

的未来是艺术化、生活化、生态化和文化化。要实现这样的城乡现代化，就要留住城市和乡村的乡愁

记忆。“搞新农村建设，决不是要把这些乡情美景都弄没了，而是要让它们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④
，

城市建设要“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⑤
。可以看出，习近平是将

乡愁统一到城乡现代化的实践中进行审视和论述的，乡愁面向的是城市和乡村，面向的是城乡居民。

新时代城乡现代化实践要走中国道路，关键之一是重视城市和乡村的乡愁记忆，在传承历史文化基因

中建设现代化的人文城乡、生态城乡和生活城乡。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是对 70多年中国城乡现

代化实践的凝练和升华，赋予了新时代城乡现代化更多的情感意义、人文意义和共同体意义。

（四）植根于习近平工作经历中缔结的农村情结

乡愁具有个体属性。对于个体来说，乡愁源于个人在某个地方长期生活或工作经历中所产生的空

间依存感和联系感。习近平的农村工作经历是他个人乡愁情感的基础。他在梁家河七年的知青岁月中

与村民结下了难分难舍的情感，并成为他个人独有的乡愁记忆。在这份乡愁里，既有具体的，也有抽

象的。具体的乡愁体现为他对梁家河的牵挂和想念，既有对那一碗酸菜的回忆，也有对与村民共同劳

动的怀念。“当年乡亲们教我生活、教我干活，使我受益匪浅。我那时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什么

都不会。后来都学会了，擀面条、蒸团子、腌酸菜，样样都行。那个酸菜很久不吃还挺想的。”
⑥
也

正因为这一份乡愁，习近平先后四次给梁家河村民回信，并用“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形容对梁家河的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3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605-606页。

③
参见习近平，20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61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83页。

⑤
参见《习近平在上海考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 11月4日02版。

⑥
参见《习近平回梁家河村看望父老乡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14/c_1114368496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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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在谈到对梁家河、陕北高原的情感时，他说：“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

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
①2007年，习近平在给梁家河村民的回信中称，自己始终不曾忘记在

梁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七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过的、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
②
。

艰苦而务实的农村工作经历使习近平深度融入农村，与陕北高原的农民建立了紧密的血肉联系和亲人

般的深厚情感，并构成其独有的乡愁。这份乡愁也逐步内化为一种为民办实事、为民谋幸福的大情怀，

升华为一种情系全国所有村庄的乡愁情怀。这是习近平个人抽象的乡愁、升华的乡愁。“15岁来到黄

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做为一个人民

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③
可见，习近平的

乡愁既在梁家河，又在全国千万个“梁家河”。它既体现为对人民无限牵挂、赤诚热爱的博大情怀，

也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扎根人民、与人民命运与共的乡愁情怀。正如他所说：“我这个人呢是有

农村情结的。……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啊，我确实是发自内心同情他们，我们作为共产党人，

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地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
④
因此，习近平对乡愁

的阐述植根于他扎实的农村工作经历，是对共产党人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的优良作风的传承与内化，

是个人的农村情结与中国共产党人“三农”情怀相结合的思想结晶。

二、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有中国现代化伟大实

践的渊源。中华民族的乡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情怀、中国城乡现代化实践、个人农村情结是

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生成之源。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论及“乡愁”时，始终面向新时代的中国现

代化实践。乡愁因城乡现代化发展之困而生，也要用发展的方法来解决。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体

现了城乡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人、自然、历史、文化、城乡展开阐述，包括五大

核心要义，即乡兴要义（乡村振兴）、空间要义（新型城乡关系）、生态要义（生态文明建设）、人

的要义（留住中国人民的乡愁）、文化要义（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

（一）乡兴要义：探索“留住乡愁”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

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乡愁体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感宣泄，浅层次的原因是个

体的“离乡进城”或“家乡难返”，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败引致的生态恶化、

乡村文化式微、道德沦丧等问题，导致乡愁的物质元素、空间元素、文化元素和观念元素逐渐消逝。

从发展的视角看，乡愁即“为乡村的发展而生愁”，自然也只能靠发展来纾解，也就是“乡兴”，即

①
参见习近平，2012：《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西部大开发》第 9期，第 109-112页。

②
参见《习近平四封回信背后的四十年友情》，《北京青年报》2015年2月 15日A03版。

③
参见习近平，1998：《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载余小惠、曾永辰（编）《知青老照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第

40页。

④
参见《习近平“两会”说》，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301/c1001-29114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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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村的振兴来解愁”。乡兴是乡愁问题的解决路径。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

现代性为价值追求；但乡愁以传统性为主要特征。由此，乡愁与乡村振兴构成一组相对关系。科学辩

证地认识乡愁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是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农村现代化”这一问题的前提。

乡村振兴是一场伟大的国家工程，强调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对乡村进行规划、重塑和建构。

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参照西方国家农村现代化的模式进行翻版和再版，而是要以中国乡村的“底板”为

基础探索和实现“中国版本”的农村现代化。中国乡村的“底板”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有悠久农耕文

明史的乡村。这是中国乡村振兴的基础。习近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规划先行，遵循乡

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
①
每

一个村庄都有其独特的乡愁，在传承乡愁记忆中推进乡村振兴就赋予了乡村振兴以中国特色和地方特

点。习近平在贵州花茂村考察调研时谈道：“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②
人们能在花

茂村找到乡愁的根本原因是在留住乡愁、重塑乡愁的基础上实施具有本地特色的乡村振兴，引起了城

乡居民的情感共鸣，共同的乡愁记忆在情感的联结和互动中迸发出巨大价值。

可见，在习近平看来，乡村振兴不是去传统化、去历史化、去乡愁化，而是要留住乡愁、利用乡

愁。乡愁与乡村振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乡村

振兴的乡愁只能是“愁乡”，失去乡愁的乡村振兴也只能是缺了人情味的形式化振兴，结果必然产生

新的“愁”。用发展的方法把乡愁保留好、传承好、建设好，就留住了人，村庄发展就有了活力；反

过来，村庄发展好了，就有更好的条件和能力把乡愁传承好。乡愁与乡村振兴相得益彰，彰显了中国

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面貌。由于地域、历史、文化风俗具有差异性，每一个村庄的乡愁印记不尽

相同。乡愁的内容不同，留住乡愁的形式就不同，乡村振兴的路径也必然要有差异性和针对性。正如

习近平所说：“要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分类，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加强分类指导。”
③
要

因地制宜，找到乡愁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点，将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乡愁振兴乡

村之路”，这才符合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的总要求。因此，习近平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

认识乡愁，用发展的视野审视乡愁，在辩证认识和科学处理乡愁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上擘画了乡村振兴

实践蓝图。“留住乡愁”式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根本要求，也是习近平关于乡愁重

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二）空间要义：建构以“乡愁”为纽带的新型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实践命题。高质量的国家现代化以现代化的城乡关

系为基础。恩格斯认为，断定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

①
参见《习近平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 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 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人民

日报》2016年 4月 29日01版。

②
参见《贵州花茂村：从“美丽乡愁”到“绿色发展”》，《光明日报》2021年2月16日 02版。

③
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人民日报》2020年12月30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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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
①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城乡关系，着力消除城乡分离，推进城乡融合。

习近平反复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

的成败。”
②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

③
城乡融合不

仅在于经济、市场、人才、技术、政策等基础要素的融合，还在于文化的融合和情感的融合。乡愁情

感以特定的空间为寄托。寄托乡愁的地理空间主要指乡村空间，当然也包括承载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

城市空间。乡愁是城乡居民共同的情感，以共同的中华文化为基础。乡愁作为城乡居民共同的情感纽

带，可以推进城乡文化隔膜的消除，重新界定城乡关系。

乡愁是人的情感，在人的情感意义上是不区分城乡的。城里人、农村人都有乡愁；乡愁的印记既

存在于城市空间，也存在于乡村空间。因此，习近平在城市和农村同步、同期论述和阐释乡愁。其根

本原因之一是，城乡乡愁是一体的，不分离的，统合于人民情感需要和中华历史文化共同体。在城市，

习近平强调：“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

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
④
城市是中国人民的城市，要留住城市的乡愁记忆，把城

市建设得更加生态、人文，才能彰显中国城市建设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气息。在农村，习近平指出：“新

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⑤
由此可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人们的乡

愁。城市不仅有城市人的乡愁记忆，也有农村人对城市所蕴藏的历史文化的乡愁记忆；农村既有农村

人的乡愁记忆，也有城市人对农村田园风光和农耕文化的乡愁记忆。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乡愁既各具特

色，又彼此包容和联系。这是由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中华文明的农耕性所决定的。共同的乡愁记忆是

城乡关系的文化连接点和情感融合点，有机统一于城乡一体化建设体系。城乡一体化既不是简单的农

村城市化，也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国家的城市建设。“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

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
⑥
具体来说，要从中国本土出发，找到城乡关系的有效衔接

点，至少在乡愁这个点上，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从来就没有真正分离过，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型

城镇是城乡融合、城乡联系的纽带。要“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不能千

城一面、万楼一貌。”
⑦
在习近平看来，城市和农村在乡愁的情感和文化意义上是一体化的，彼此联

系，城乡乡愁是不分离的。城乡乡愁一体化的根本原因是一脉相承的农耕文明和中华优秀文化。乡愁

文化是城乡居民的共同记忆，是城乡互动融合的历史文化基础。把城市建设得更像中国的城市，把乡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265页。

②
参见习近平，20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55页。

③
参见习近平，20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60页。

④
参见《习近平春节前夕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人民日报》2019年2月2日01版。

⑤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2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5页。

⑦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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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得更像中国的乡村，关键要在共同的乡愁记忆中自然建立一种内生的、有机的、互动的现代化

城乡关系。因此，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本质是从文化、情感维度对新时代新型城乡关系进行深

刻描摹，是新时代促进城乡有机融合的思想指南。

（三）生态要义：建设“看见乡愁”的生态文明新形态

生态是乡愁的主题。没有看得见的青山绿水，乡愁只能是看不见的回忆。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些

地方政府肆意破坏乡村山水环境和城市古建筑，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拓展空间，导致生态环

境恶化、不见青山绿水。这催生了人们的生态乡愁，使人们开始怀念乡村山水和田园。“建设生态文

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①
乡愁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联系。记住乡愁、留住乡愁的核心

也在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化记忆。

习近平深邃地看到了乡愁的生态意蕴，乡愁即生态，生态即乡愁。留住乡愁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

生态。生态乡愁有两层含义。一是自然生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是乡愁的环境要义。乡愁的本

质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谈道：“云南有很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要珍

惜，不能在我们手里受到破坏。”
②
“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一定要把洱

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③
自然生态是乡愁的环

境承载，没有优美的生态环境，人们的乡愁记忆将无处安放。要“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

保留给城市居民”
④
，“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⑤
。二是人文生态。“记住

历史、留住记忆”是乡愁的人文要义。习近平在潮州考察时谈道：“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

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⑥
同时，习近平还身体力行

地推进城市乡愁记忆的传承与保护。他在浙江省任职时强调加强对西湖文物古迹的保护
⑦
，在福州市

任职时推进了一批名人故居、传统街区的保护
⑧
，在福建省任职时重视客家生态文化的保护

⑨
。

可见，在习近平看来，乡愁是绿色的、是人文的。留住乡愁不仅使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更明确

的标准和原则，而且点明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层面：既要保护自然生态的乡愁，也要保护

①
参见习近平，20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08页。

②
参见《生态文明美云南》，《人民日报》2019年 8月1日 12版。

③
参见《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

1月 22日01版。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2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6页。

⑥
参见《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

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人民日报》2020年10月 16日01版。

⑦
参见习近平，2007：《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19页。

⑧
参见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2020：《习近平在福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75页。

⑨
参见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2021：《习近平在福建》（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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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态的乡愁。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简单地保护山水，而是要融入人们对乡村田园、青山绿水的情感

记忆，要融入历史文化、民间技艺、节日习俗等文化底蕴，把自然的乡愁与人文的乡愁结合起来，探

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构建“看见乡愁”的生态文明新形态。因此，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

述着眼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绿色乡愁和人文乡愁。以乡愁为价值追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展现

出更新的时代气息、更强的文化品质和更深的情感内涵。

（四）人的要义：“记住乡愁”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在时间轴上，乡愁是对过去记忆的情感表达，因而乡愁也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命题。无论是物质记

忆的乡愁，还是非物质记忆的乡愁，都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创造和积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①
乡愁反映人与物的一种情感联系、人与自然的共生形态。

人是乡愁的主体，既是乡愁的创造者，也是乡愁的享受者。乡愁因人而起，人因乡愁而聚。乡愁的中

心始终是人，留住乡愁的精髓是留住人，乡愁因人的更好生活、更好发展而存在。

习近平非常重视人民的中心地位，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时刻把群众的困难和诉求记在心里，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

业”
②
。乡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深藏于内心深处、对过往美好事物的记忆，体现和反映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诉求。从这一点看，人们表达乡愁的实质是在表达自身对现代化发展的诉求。因此，

习近平从人民的角度出发论述乡愁，既看到了乡愁的人民诉求性，也看到了留住乡愁行动的人民主体

性。他始终围绕人民幸福这个中心点，对人民与乡愁的主客体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一方面，“记得

住历史、记得住乡愁”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习近平既强调“要注重地域特色，尊重文化差异，

以多样化为美，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元素结合起来”
③
，也强调“城市建设，要让居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④
“要注意保留胡同特色，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⑤
。

传承乡愁必须尊重“物化乡愁是人民的智慧创造”的客观历史事实，因而，保留乡愁也必须融入人的

生活和情感。乡愁既体现了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尊重，也体现了对人民现实主体地位的尊重。留住

乡愁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留住乡愁、记住乡愁”是对人民情感

诉求和生活诉求的尊重和回归。乡愁集中反映了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美丽生

态的向往，是一种对有别于现代化快节奏生活的慢生活、静生活的美好追求。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说：

“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⑥
他也强调城镇化

①
参见习近平，202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页。

②
参见习近平，20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137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4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88页。

⑤
参见《习近平春节前夕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人民日报》2019年2月2日01版。

⑥
参见《滇西边境山区·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看得见的美丽 留得住的乡愁》，《农民日报》2019年 9月9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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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让群众生活更舒适这一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的血脉里、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①
，“既要保

护古代建筑，也要保护近代建筑；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既要保护精品

建筑，也要保护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居及地方特色的民俗”
②
。由此可见，习近平将乡愁视为一个

民生问题，乡愁即人民诉求。留住乡愁的民生意义是要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内容上，

留住乡愁既要留住中华民族的共性乡愁，也要留住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个性乡愁。“记住乡愁”的深层

政治含义是使人民满意、人民幸福。只有坚持以人民的情感需求为导向，强化人民在留住乡愁、记住

乡愁中的主体地位，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落脚点，才能保证所留住的乡愁

是有人情味的、有历史文脉的、有文化气息的。从人的情感需求出发去理解乡愁，乡愁就是美好的、

幸福的；反之，则是消极的、忧虑的“愁乡”。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始终突显人民性，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群众基础，高度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五）文化要义：在传承乡愁记忆中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是乡愁的核心。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根源于现代文化与人们所归依和寄托的传统文化的冲

突。在这个意义上，乡愁亦是人们的文化反思，是文化寻根的体现。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创

造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家园。中华优秀文化既有自然质朴的农耕文化，也有历史厚重

的城市文化。这些文化元素镶嵌在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载体中，内化为中华儿女的情感，成为中华

儿女独特的乡愁记忆。乡愁的文化元素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边缘化，甚至趋于消逝，使城乡居

民感到文化焦虑，催生文化乡愁。文化记忆亦是乡愁记忆。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才会形成乡愁；

有乡愁，才会有文化凝聚力，才会凝结成奋斗前行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的乡愁论述始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髓，彰显了绵延不息的大国文化自信。“我们说

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③
文化自信体现为人民大众的广泛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一个民族

在历史长河中积累形成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文脉。乡愁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积淀的农耕文

化和城市文脉。对于中国人而言，乡愁是一种久远的情感，古人不仅表达乡愁，而且以诗词书写乡愁。

乡愁因文学史而内嵌于中华文化之中，上升为一种乡愁文化。丢掉了乡愁文化也即“愁乡”。乡愁的

文化意义在于期望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好这些优秀文化。习近平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乡愁，将乡

愁与中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

生不息的根脉。”
④
“‘记得住乡愁’，就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

中华文化基因。”
⑤
留住乡愁就是保护历史、传承文化；而传承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增强文化自信。习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5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88页。

③
参见习近平，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339页。

④
参见《新华网评：守住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http://www.xinhuanet.com/2019-08/23/c_1124912322.htm。

⑤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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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将“留住乡愁”上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剖析了乡愁与文化自信的逻辑关系。传承文化意在“挖

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
①
，

“留住乡愁”意在“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

家国情怀”
②
。可见，在习近平看来，留住乡愁等于传承文化，只有留住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家园和

中华儿女的情感驻地，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定力，进而生成文化自信。回

到乡愁的文化根源看，乡愁唤醒的是人们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记忆与归依，记住乡愁、留住乡愁是对中

华优秀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是文化自觉，更是文化自信。习近平关于乡愁的重要论述蕴含着民族血脉、

家国情感的文化底蕴和大国气度，是坚定文化自信和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客观体现。

三、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现实价值

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助力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更有深度的城

乡融合、推进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实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方法意义。

（一）助力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文化软实力是公民对本民族、本国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日

益加剧的全球化导致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文化思潮，有人鼓吹通过全盘吸收外来文化来建设中国现代文

化，有人宣扬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些观点都是弱化自我、弱化历史的言论，都是非常错误的。一个

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要立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底气。“中

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③
中华

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愁的重要

内容。具体来说，它包括农耕文化和城市历史文化。前者体现为乡村文化，包括生产文化、生活文化、

节日文化、村落形态以及“邻里守望相助”“天人合一”等伦理道德观念；后者体现为城市历史上遗

传下来的古迹、典故、山水景观以及顺应自然等城市建设理念。它们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结，

也是乡愁的重要元素。基于农耕文化和城市历史文化的乡愁彰显中国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一个国家有多么悠久的农业文明，就会有多么浓郁的乡愁。乡愁背后的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

实力和文化资本。习近平把乡愁与国家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强调在传承、保护、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

中增强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留住乡愁中增强文化软实力。

一方面，乡愁背后的农耕文明是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不仅将农耕文化视为乡

愁的文化之根，也将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视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

①
参见《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光明日报》2017年 1月26日 01版。

②
参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光明日报》2019

年11月 4日01版。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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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①
“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

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
②
“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

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③
同时，

习近平提出了农耕文化传承与建设的具体实践思路。“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

化。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加

大对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
④

另一方面，乡愁背后的城市历史文化同样也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城

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

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

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⑤
关于城市历史文化建

设，习近平指出，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

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⑥
。

在习近平看来，农耕文化和城市历史文化共同构成乡愁文化体系，它们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

力，是文化底气、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

论述清晰地阐释了乡愁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内在关联，留住乡愁就必须传承好农耕文化和城市历史文

化。乡愁的文化本质是在全球激荡的文化浪潮中找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家园，在留住乡愁的行动中

形塑和强化文化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谱写“乡愁中的中国”。

（二）促进更有深度的城乡融合

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的、机械式的融合，而是一种

深度的、双向的、有机的融合。这就要求必须找到城乡发展中的共同点，在城乡之间形成最具黏性的

联结纽带，“就是要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

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⑦
，从

而在城乡深度互动中实现城乡有机融合。

人是发展的最根本要素。城乡融合说到底是人的互动融合。只有城里人和农村人保持高频度的多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1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78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82页。

④
参见习近平，2018：《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6-407页。

⑤
参见《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

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01版。

⑥
参见《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 10月

26日01版。

⑦
参见习近平，2007：《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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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互动，才会带动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要素的互动，进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

人的社会性属性决定了人必须过一种情感生活。“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
①
饱含家国情怀、

血缘亲情的乡愁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情感。每逢团圆佳节，城乡之间都会呈现一派繁忙互动景象。“游

子归家，亲人团聚，朋友相会，表达亲情，畅叙友情，抒发乡情，其乐融融，喜气洋洋。”
②
城乡流

动的根本原因是难以割舍的亲情和乡情，是融进人们内心深处的乡愁；但它也说明城乡之间有共同的

乡愁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可以变城乡流动为城乡互动，可以为城乡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感

动力。农村有城里人的乡愁，城里有农村人的乡愁，农村乡愁与城市乡愁交互融合，可以形成常态化

的、深层次的情感融合。乡愁对于城乡居民来说，是共同的、相通的情感。如果城乡在乡愁情感上形

成了城乡共鸣，实现了城乡情感融合，就为其他方面的城乡融合奠定了基础。习近平认为：“现在的

城里人，往上数三代，大都来自农村，只要有机会，很多人都有回报家乡的愿望。‘乡情牌’、‘乡

愁牌’打好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渠道疏通了，对乡村振兴将会产生很大作用。”
③
这说明，乡愁

在城乡融合中具有黏合剂、促融剂的功能。只有留住这种共同情感的物质基础，才能强化城乡居民的

情感归属和情感认同，才能逐渐消除城里人和农村人的认知差别，使他们形成情感上的融合和互动。

因此，留住乡愁的具体实践必须把城市和乡村统筹起来，以满足城乡居民的家乡情感、生活情感、历

史情感和文化情感为目标。只有留住了属于中国城市和中国农村的乡愁，才能吸引城乡居民双向流动，

寻找乡愁、共享乡愁，形塑城乡文化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最终形成城乡有机融合体。可见，习近平

眼中的乡愁不是静态的、单一的，而是城乡互动共享的，是城乡融合的纽带。留住乡愁所引致的双向

流动式“寻找乡愁”是城乡融合的有效实践方法。

（三）推进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实践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关键在于找到有效的路径，以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方式振

兴乡村。乡愁是一种有“根”的情感，它有特定的载体。具体来说，乡愁的载体有两种：一种是物质

载体，包括山川河流、历史文化遗迹、街巷民居、古树古井等；另一种是非物质载体，包括节日风俗、

民间技艺、文化活动、田园生活等。乡愁的情感与乡愁的载体是统一的。乡愁情感的滋养以乡愁载体

的延续为基础，乡愁载体因为乡愁情感的温润而获得活力。在乡村振兴中，乡愁可以凝聚人心、汇聚

认同，是乡村振兴的情感资源。只要找到合适的转换机制，乡愁的物质载体或非物质载体就可以成为

乡村振兴中重要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人才资源、生态资源和治理资源。习近平以发展和建设的视

野审视乡愁，将乡愁情感要素化、资源化、方法化，为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现实指导。

在留住乡愁中推进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实践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1：《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0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1：《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9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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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建设乡愁中形成乡愁产业，实现乡村产业振兴。“贫困地区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既促进了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也延续了文脉、留住了乡愁。”
①
这充分说明，乡愁情感可以实现经济转化。乡

愁的载体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要善于利用乡愁、活化乡愁，以乡愁的文化元素和生态元素等

为契机发展乡村旅游业、康养产业等乡愁经济，推进乡愁产业化，让乡愁生出致富路。

二是在打造乡愁特色中吸引人才，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有乡愁的地方就会吸引人，更会留住人。

正如习近平所说：“一个地方的幸福感确实很重要，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东西”，“就是要记得住

乡愁”，“不要小看这种幸福感，确实是留得住人”。
②
可见，乡愁可以解决乡村振兴中“无人来、

难留人”的困局。习近平强调要“打好‘乡情牌’，念好‘引才经’，激励各类人才到农村广阔天地

大显身手”
③
。各地乡村要积极打造乡愁品牌，利用乡愁情感吸引人才主动返乡、回乡建设乡村。

三是在传承乡愁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是乡愁的重要内容。留住乡

愁的核心是保存村落历史遗迹和自然风貌、传承节日文化和家风家教、发展民间技艺，激活乡村文化

的活力，繁荣乡村文化事业，提振农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在实践中，要“注重地域特色，体

现乡土风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
④
“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要

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
⑤
，走出一条以乡愁文化振兴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四是在留住乡愁中建设宜居村庄，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

美丽画卷。”
⑥
生态性是乡愁的环境属性。只有自然优美的生态环境才能承载乡愁。乡愁的生态元素、

生态意境是乡村生态振兴的资源和抓手。留住了乡愁的生态元素，也就为村民创造了宜居宜人的环境。

五是在乡愁载体建设中形成公共议题和公共行动，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只有全体村民共同参与乡

愁载体建设，才能共享乡愁。乡愁具有治理资源属性。共同的乡愁情感纽带可以在村民之间形成高强

度的横向联结，重塑和增强村庄公共性，凝聚人心，形成一致性认同；留住乡愁的建设行动则为村庄

治理提供了公共治理议题、为农民提供了公共参与契机，可以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乡村建设行动的凝

聚力和组织力，推进乡愁情感共同体向村庄治理共同体的转化，形成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

总之，习近平深度剖析了乡愁的情感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治理价值和生态价

值，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价值链条，只要利用得好，完全可以推进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实践。在留住乡愁

中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可以避免乡村振兴实践的单一化、

标准化和统一化，可以丰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也可以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彰显乡村个性与特性。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2021：《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页。

②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场景纪实》，http://cpc.people.com.cn/n/2014/0317/c64094-24652332.html。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8页。

④
参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习近平讲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9月17日 05版。

⑤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4页。

⑥
参见习近平，2018：《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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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今世界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历史上，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在面对每一次战争和灾害时总

能浴火重生，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华文化的支撑力和联结力。乡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

民族的共同情感寄托。它所蕴含的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力，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现实看，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份独特的乡愁；每一个人也都有属于

自己的那一份乡愁。尽管内容有所不同、形式有所差异，但它们组合起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乡愁。因

此，习近平在阐述乡愁时，既着眼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又着眼于中

华民族整体。“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
①
乡愁的

内涵是人们对故土家园的眷念、对历史印迹和生活记忆的怀念，是一种爱家爱乡爱国的情怀、一种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它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属于中国的每一个民族，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情感，是一种向上向善的文化情怀。因此，乡愁凝结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凝聚

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

睦之魂。”
②
乡愁意识所蕴含的文化凝聚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因此，留住乡愁

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命脉。在实践中，人们可以对乡愁文化和地方性文化作

出各具特色的描述，从而提炼、整合、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郝时

远，2021）。也就是说，应深入挖掘每个民族、每个城市、每个村庄的乡愁内容、乡愁情感、乡愁形

式，汇聚成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具有时代气息的乡愁文化体系，将共同的情感滋养和文化

认同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乡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系，

还将乡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功能付诸实践。2014年 2月 18日，习近平设宴招待时任中国国

民党主席的连战及其夫人时，精心准备了陕西特色的羊肉泡馍、肉夹馍及“biangbiang面”，用浓浓

的乡愁表达了海峡两岸情系一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源远流长的情谊。乡愁可以激活和凝聚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可以在情感和文化的层面上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齐心聚力的格局，共同铸就伟大的中国梦。

同时，通过留住乡愁的中国实践，既可以很好地回答“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对待乡愁”这一世界性议题，

也可以让全世界人民认识中国乡愁和中华文明，以文化共享共融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四、结语

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眼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用历史和发展的眼

光对乡愁进行了科学、辩证和系统的阐释，不仅赋予了乡愁新的内涵和时代特性，而且将乡愁内化为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1：《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72页。

②
参见《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日

报》2021年 3月 6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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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升华为文明范畴的重要命题。中国式现代化要走中国道路，要实现

的是能记住和留住中国乡愁的现代化。中国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也以留住中国乡愁为基础。“乡愁中国”

的谱写和实践必将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这一世界性议题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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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Thoughts andRealistic Valu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Nostalgia

LI Huayin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nostalgia i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a new era from a

developmental and systematic perspective. They elevates “nostalgia” from an emotional proposition to a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position of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and new forms of civilization” and expands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f nostalgia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cities and the motherland, making nostalgia move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and endows nostalgia with a deeper

meaning of the times.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ese style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retaining nostalgia” as the basic premise, the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should focus on remembering Chinese nostalgia. Nostalgia provides emotional support, cultural nourishment

and methodological supplement for the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which are mutually inclusive and complemen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nostalgia are inherited from the deep and long-standing local cultur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rooted in the inherent rural feelings of the CPC, condens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rooted in the

rural complex concluded in Xi Jinping’s work experience. The core essence is to draw a grand bluepri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profoundly depict a new spectrum of modern urban-rural relations,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ighlight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by inheriting

nostalgic culture.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nostalgia are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CPC’s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t not only has theoretical

depth, but also has practical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for a deep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r high-quality prac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or strengthening of the aware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Nostalgia; RuralRevital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New formof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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