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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建设和发展的

实践中，由中国人民大众创造的文化，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探索、提出、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不动摇、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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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之源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已经渗

透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构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文化渊源和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中

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硬文化如历史古迹、文物典籍，还是

软文化如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历史传统等都是构成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以各自的存在形态展现各自的文化魅力。纵观中华民

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广泛的民族认

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的凝聚力，以其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为理论创新提供创造力。“要全面认识祖国

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产生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由

中国人民大众创造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是

不断发展的，它依靠独立的内化机制，借鉴传统文化思想

中一切优秀文化资源，取其精华，并将其融入到自身肌体

之内，促进自身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在 90 年的奋斗历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建

设。从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最终形成和不断完善，体现了党对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新民主主义

文化建设的探索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熟于 1940

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完善于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

期。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初期，毛泽东剔除一系列重

要的思想，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毛泽东认为新

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

建的文化，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文学艺术要为人

民大众服务，吸收民族文化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思想，都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然而，随后的“打

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革”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造成了严重破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领导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

创造性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他指

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要在

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1997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对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了论述。1997 年党的十五大，

正式把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联系起来，科学

12



论证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主要内容和根本措施等重要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

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进入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

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

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

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上提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标志着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当代

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现
面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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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统一起来，把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充分继承前人文

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深入分析和全面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实际情况，着眼于不断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提

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达到了新的境界。
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依

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胡锦涛提出，要树

立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

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

任务与重要内容。这些都明确指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价值。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进行了明确阐述，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

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建设和谐文

化，培育文明风尚，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精

神和生命之魂，建设和谐文化就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这个关键和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就没有正确的精神方向，从而也就没有和谐文化可言。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国和谐文化建设的社会

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逐步完善

2007 年 10 月的十七大，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理论。十七大报告提出四个方面的任务：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

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

的必由之路，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这四个方

面，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特

征；既有继承的要求，又有创新的期待。党的十七大突出强

调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我们党

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表明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

人将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重任。
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和经验积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

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文化建

设之路，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道路，在

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今天，无疑具有重大的时

代意义[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

追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构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体人民奋发向上、团结和睦的精神

纽带。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

是文化的内核，规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有什么样

的价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选择。中国有 56
个民族 13 亿人口，要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塑造共同的价

值追求，就必须建构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核心价值体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鲜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主要是通过解决认知认同的问题，并使之转化为社会

群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一，通过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和形势

政策教育；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等等，引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
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改革开放事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信念和信心。
第二，通过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唱响时代主旋律，在全社会形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浓厚氛围。
第三，通过运用各类文化娱乐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用高质量

高品位的文艺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

假恶丑，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
第四，通过结合人民群众思想实际和现实疑惑，加强

对重大理论问题的阐释解读以及对思想认识问题的正面

引导。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内在特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不动摇的重要保证

文化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

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ZhongGuoTeSeSheHuiZhuYiLiLunYuShiJ ian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理 论 与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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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haract er i st i cs sociali sm cult ural t he t hought plant s t he root in in excellent and
t radi t ional cult ural soi l in China, produce reform, const uct s and develops in t he Chinese charact er i st i cs sociali sm
business of in t he fulf i llment , f rom Chinese people's public t he cult ure of t he creat ion, i t develops t o
experience a quest , put forward, become, develop and perf ect hi st ory process, and become current and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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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 i t y of big development of cult ural t o have import ant reali st i c meaning.

Key words: cult ure and t hought of Chinese charact er i st i cs sociali sm;t radi t ional cult ure and t hought ;
development progress;reali sm meaning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成果，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同时也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综观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

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思想武

器，焕发出创造新的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中国

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为中国文化的发

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指导方针。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当继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用发展着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文化建设，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时代要求

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两种形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一手

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事

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
第一，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中央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方面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
等性、便利性，以政府为主导、公共财政为支撑、公益性文

化事业单位为骨干、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构建覆盖全

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

求。同时，优先安排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大

力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及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向社会免费开放。通过大力发展公益性文

化事业，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初步形成，保障

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第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2000

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

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

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2002 年党

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文化产业策，支持文化产业

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07 年党

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

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当中，通过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通过完善产业政策，繁荣文

化市场，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

求；通过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

带动战略、推进国产动漫振兴、数字电影基地等重大工程

建设，注重培育各类文化产品和市场，努力构建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

市场环境；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在资本运作、生产管理、
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优势，鼓励和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政策

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以上政策措施的实施，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得到快速发展，2004 年以来，我国文化

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在 15%以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一个亮点[5]。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

依靠力量在于人民，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思想才得以形成、发展和不断创新。因此，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面向群众，最大

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到文化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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