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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所形成的规律性认识

邹广文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文化立国、以文化治党的现代政党，文化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实践的历史

课题。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对文化建设的一系列规律

性的认识：在思想意识层面，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对于党和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文化价值诉求上，

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切实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落实到文化现实实践层面；在文化实践层

面，必须妥善处理好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将社会主义现代新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实践的落脚点；在文化发

展方向上，必须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心。这些规律性认识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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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百年征程

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

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回首百年沧桑，中国共产党

经过不懈奋斗，终于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跃。文化是一个民族进

步的灵魂，面向未来，中华民族之“强”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更体现在文化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文化立国、以文化治党的现代政党，文化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实践的历史

课题，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都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带领着中国人

民克服重重困难、走向胜利。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激荡中，鸦片战争打断了

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中国从此被动地拖入到了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历史使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开始了

中华民族新文化重建的艰辛探索，担负着更为艰巨的文化使命。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华

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对文化建设的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对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实践的规律做一总结和梳理，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健

康发展，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在思想意识层面，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对于党和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注重文化建设，将文化问题视为关乎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因为

“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

会的政治和经济。”①早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就曾经告诫全党全军：“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

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② 强调人民军队必须做好文化教育工作，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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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来自于工农大众，需要通过文化的提升，才能够切实增强我军的战斗力。必须不断调整完善人民军

队的文化教育方针，从而生动精辟地阐明军队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也曾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

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

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而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留下了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和理

论。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

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

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诸多具有文化战略意义的指导思想，他认为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即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毛泽东为我们确立了文化建设的“双

百方针”，要注重各种形式的文化表现方式，在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要真正做到兼收并蓄、百花齐放。

毛泽东所确立的这一文化建设方针，为之后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邓小平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强调必须把文化建设置于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成败的战略高度，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平衡发展。“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

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 “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

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③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

要标志，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全局来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江泽民也曾明确指出：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

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④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大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也会日益

增长，社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设上保持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和谐

社会建设就会受到挑战。胡锦涛也强调：“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

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

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文化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认为在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

重要因素，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中华民族的繁荣更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支撑。所

以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

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⑥而“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在以更宽广的视角立足文化经济新时代制高点、放眼人类文明发

展大历史、科学研判国外大势和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所做出的重大部署。显

然，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文化强国不仅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

展，也是以新时代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新实践，这必将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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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文化价值诉求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切实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落实到文化现实实践层面

人民主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

执政兴国的目的就是实现和促进人民的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本质性特点，也是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沧桑历程充分证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

的“初心”，只有坚守人民主体这一价值诉求，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与艰险，不断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这一核心价值诉

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文化发展繁荣的立场与信念。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鲜明地强调文化建设的人民群众观点。

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演讲稿的题目，这

五个字后来也被明确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只有

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社会

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而在文化实践上，必须坚持这一根本方向。1940 年 1 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论》正式发表，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文中，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

态上的反映。”  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价值追求的思想文化，所以必然是为无产阶级和

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

获得群众认可的文化才有普及的价值，只有体现出大众性特点的文化才有存在的意义。1942 年 5 月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这一讲话对后来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

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

题。” 提出了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并号召文学家艺术家们“必须到

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

丰富的源泉中去。” 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

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

之路，也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之处与要义所在。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跨世纪发展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落实到文化现

实实践层面，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人民主体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邓小平

主张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价值肯定为最高标准。文化建设

的主体是广大群众，文化工作要立足国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走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在邓小平看

来，文化建设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化建

设最终也必须以人民群众是否能够享受到精神文化成果，以及切实提升全民文化素养为衡量尺度。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

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

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①繁荣社会主

义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在人民的历史创

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

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文化建设要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

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阐述、一再强调的一个重大

命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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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奋斗目标”。在谈到人民群众和文艺的关系时，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

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要从人民的现实需要出发推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判定一个文化成果是否优秀，最根本的标准就是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

怀。”文化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要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

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以人民为中心”这

一重要命题的丰富内涵作了更加深入的阐述：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在文化实践层面，必须妥善处理好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

将社会主义现代新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实践的落脚点

文化是一条河，从“过去”经“现在”流向“未来”。而人作为历史的存在，需要在文化实践中串联起文

化的“过去”与文化的“未来”，从而展开人类生动的文化生命。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自觉接续民族文化传统、引领中华民族创造新的文化辉煌，这是中国共产党

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在文化实践方面，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育，善

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伟大领袖毛泽东一生博古通今，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精深的研究。毛泽东告诫全党必须研究

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科学的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

中国的特点，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原理、中国的现实实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三者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发扬。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一直争论不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处理与既有文化即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无疑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为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化原则，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

人们的文化难题。应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地具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众所

周知，“实事求是”一语出自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毛泽东将其赋予新的内涵，用它来概括中国

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对于具体的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主张批判地继承、充分地吸收丰富的文化传统资

源，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素材。例如对待古代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毛泽东批判了其知先行

后的唯心成分，继承了行重于知、知行统一等有价值的成果，用辩证唯物论进行改造，发展成了“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知行统一观。

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也具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比如，邓小平借用中国先秦典

籍《诗经》中“小康”一词来描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邓小平特别强调要用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青年，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①在注重优秀传统文化作用的基础上，邓小平又

特别突出强调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强调了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

吸收、借鉴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江泽民提出文化建设需要

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只有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的提高。”②胡锦涛强调文化建设既要保持民族性，又要体现时代性，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

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尤其要通过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兴起

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高潮。

· 4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21 年 7 月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58 页。

　　②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00 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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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双创”要求，即“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特别是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

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

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并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应

对国内外重大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有力

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认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创新是文化进步的不竭动力，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文化建设的创新

性，紧扣时代脉搏，合理调整民族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与时俱进，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这就充分反映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确保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的生机与活力，让中华文化呈现出恒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四、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必须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心

2018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

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我

们需要以此为动力不断将党的事业推向前进。尤其是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更需要我们坚定

自信，行稳致远。

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了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既然实践所证明

的道路是成功的，我们就没有理由再犹豫徘徊，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用邓小平的话说“基本路线

要管一百年”。认准了的正确路线也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四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

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认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确，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自信心也在逐渐增强，经过中国共产党人

一个世纪的艰辛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更加庄严的文化使命−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到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建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步入全球化发展时代的紧迫任务。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进程中，伴随着

国家硬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得到了全面而迅速的提升。在文化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今天，如何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夯实民族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让中国文

化真正走向世界，这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历史课题。对此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央政

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等多个场合讲话中强调要重视提高文化软实力，

强调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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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而且集中点明了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四个方向：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和提高国际话语权。所以只有切实提升文化软实力，创

造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才能增强，才能切实展示

中国的综合国力。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而文化自信是我们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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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建构文化自信愈发成为中国步入历史发展新阶段的紧迫课题。从文化哲学角度来看，文化自信说

到底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

力持有的坚定信心。这正如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庄严承诺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

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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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既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同时又是对往

古来今的中华文明深切的价值关切，包含着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对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自信以

及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

文化自信在其实践层面，最重要的是要坚守文化之本，培育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文化自信的前提

是要知道“我从哪里来”，即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觉知。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所形成的核心价值体

系，是我们面向未来创建新文化的“理由”。我们还要善于在继承前人文化创造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不断

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文化自信最终的实践指向是现代人的塑造。我们常说，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

人。文化自信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每个中国人在走向世界中充满自信，从内心深处树立起对中国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不断激活自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更为自觉地以不懈努力去砥砺自我、改造现

实、实现理想。每个人要自觉将对民族文化的承传上升到文化担当的高度，通过具体的践行将其转化为

真正有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提升了，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才得以展现，强大的国家

形象才得以产生，才会赢得世界的尊重。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Form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mo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ZOU Guangwen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modern  political  party  that  builds  the  country  and  governs  the  party  by  cul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always been a historical subject of the struggle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ultu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ed a

series of regular understanding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we must fully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for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pursuit  of  cultural  values,  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and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enet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to  the  level  of  cultural  practice;  in  terms  of

cultural  practice,  we  must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take  the  new  modern

socialist cultural form as the foothold of 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e must make efforts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trengthen our cultural  confidence.  These laws are undoubted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build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ulture; cultural soft power;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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