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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朱继东
(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的光辉历程中，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坚持将文化建设摆在国

家建设的重要位置。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

统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些成功的基本经验，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

贵精神财富，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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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到习近
平，始终坚持将文化建设摆在国家建设的重要位
置，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对
文化建设的指导，坚持“双百”( “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 方针和“二为”(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 方向的统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认真总结这些成功
的基本经验，不仅为我国积累了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更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确立了重要遵循。

一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随着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毛泽东当年的这句名
言再次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熟悉。领
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
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道
路，我们深刻感受到，从改造旧式文化教育、资产
阶级旧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从对旧社会
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锻造一支工人阶级
知识分子队伍，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

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是我们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初就确立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更是我们今后

必须牢牢坚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起步之初，坚持党

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

导，就是一个非常明确而坚定的重要原则。毛泽

东不仅代表党中央对如何搞好文化建设发表了一

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而

且一步步形成、完善了毛泽东文化思想。正是在

党的领导下，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

领域呈现出的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甚至有的文

化界人士意识形态错乱等问题，党主动加强对文

化建设的领导，改造旧式文化教育，帮助旧社会过

来的文化界人士加强思想改造，引导、教育他们广

泛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以克服封建思

想、帝国主义奴化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等非无产阶

级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

确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50 年 5 月 29 日，

毛泽东就召开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同教育部负责

人谈高等教育工作时强调指出，旧式学校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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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我们的新式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①。
1951 年 10 月 23 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全会
上致开幕词时强调指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
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
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②。1951 年 11 月 26
日，针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反映的在文艺工作的领
导方面存在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等倾向，他以
中共中央的名义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
学习，在整风学习报告中做出指示: “为使这一整
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
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
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③。1957
年 2 月 27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 扩
大) 会议发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总结出了辨别香
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
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④。3 月 12 日，他在中国
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
调:“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
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
地解决这个问题。”⑤为如何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
领导指明了方向、做出了部署，推动着各级党委越
来越重视文化建设，引导着文化工作向健康方向
发展。正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主动
关怀下，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不断加强，文化界的
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不仅使得越来越多文化
界人士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和主动接受党的领
导，而且也推动着越来越多曾经有着资产阶级思
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工人阶
级的知识分子，积极主动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
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他的一贯风格，在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中要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是他明确而一贯的要求。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明
确强调提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
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
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不仅进一步强调，而且采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
的指导地位。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引导全
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运用，是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体现。他对这项工作
非常重视，不仅亲自审定收录的每一篇文章，而且
为不少文章写了题解、注释。此外，他还非常注意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普及宣传，鼓励党内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撰写、报刊组织刊登理论普及类
的解读文章，帮助广大党员、群众学习、掌握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正是在毛
泽东的倡导、支持和鼓励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得到传播，并成
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
的很多人就是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相关的解读
文章开始了解、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1957
年 3 月 12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他进一步谆谆告诫:“我们作宣传工作
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
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
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⑦“知
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
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
改造。”“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
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⑧

1962 年 1 月 30 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再次强调: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
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
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⑨1973 年 12 月
14 日，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部分政治局成员
谈话时又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政
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瑏瑠一
次次耐心教导、特别强调，再加上他亲自领导开展
了一系列针对文艺、哲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非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

的文化观、历史观、哲学观等得以确立，引领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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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比较重视坚持党对

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
导，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坚决支持
对传播错误思潮、制造思想混乱的《苦恋》等文艺
作品的批判，有力改变了改革开放之初文化领域
出现的混乱局面。《苦恋》事件是改革开放之初
文化领域思想混乱的一个缩影，是围绕白桦发表
在 1979 年 9 月出版在《十月》杂志上的一个电影
文学剧本《苦恋》以及据此摄制的电影《太阳和
人》展开的一场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中加强党对文化建设领
导的重要性、迫切性。因为《苦恋》否定四项基本
原则，发表后就引起文艺界的争论，并遭到批评，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也要求文化部主管电影
工作的有关负责同志关注影片的拍摄。但是，
《太阳和人》不仅在 1980 年底完成拍摄，而且竟
然在 1981 年 1 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
会”上得到多数人的肯定或基本肯定，甚至有的
人还给予高度赞扬。邓小平也关注到了这个问
题，针对有些人对《苦恋》问题表现出来的犹豫、
暧昧甚至姑息纵容等态度，1981 年 3 月 27 日，他
在同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
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评，这是有关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①在他的支持下，《解放
军报》在批判《苦恋》问题中起到了引领作用，4
月 17 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
本原则》，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文艺界违反四项基
本原则的现象、资产阶级化自由化的倾向等，4 月
20 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
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
“它的锋 芒 是 指 向 党，指 向 四 项 基 本 原 则 的”。
《红旗》《时代的报告》《北京日报》《文学报》《湖
北日报》《长江日报》等也纷纷发表对《苦恋》的批
判文章，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乃至错误认识。7
月 17 日，邓小平召集周扬、王任重等讨论对《苦
恋》的批评问题，肯定了《解放军报》对于《苦恋》
的批判，提醒大家要注意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
线的领导存在的涣散软弱等问题，并进一步指出

了剧本《苦恋》和电影《太阳和人》存在的严重问
题:“《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
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
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 共产党不好，社会
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
党性到哪里去了呢? 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
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
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
了近似的作用。”②并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搞无政府状态。”③1983 年 10 月 12 日，他在党的
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 “必须大
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
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④并进
一步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
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
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

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⑤邓
小平这些讲话直面当时存在的众多问题，对加强
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推
动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
确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我们的理想建设、道
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
设。”⑥并进一步强调:“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
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马
克思主义。”⑦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领导同志对
他的话并没有真正重视，导致了更多更严重问题
的出现。1989 年 9 月 16 日，他指出胡耀邦、赵紫
阳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重大问题上犯
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
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
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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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
行。”①邓小平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一次次提醒
全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就是加强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这些思想
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旗帜鲜明地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坚持的最重要原则②。2013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不仅坚持了毛泽东当年要求的“政治家
办报”，而且进一步强调: “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
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
站，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③并特别强调
了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
务。2014 年 10 月 15 日，他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
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
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并进一步指出: “加强和改
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 一是要紧
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
规律。各级党委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
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
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
发展正确方向。”④10 月 20 日，他在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
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
导”⑤。习近平不仅一次次强调了党的领导对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就如何更好
地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做出了指导和部署。
正是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为标志，

我们党在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坚决纠偏纠错、拨乱
反正，党的领导切实得到加强，推动着文化建设在
新时代沿着正确方向步入发展快车道。

正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
持党管宣传、党管文化、党管意识形态，高举文化
自信的旗帜，确保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正确前进方向、发展道路，使得坚持党对文化建设
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2018 年 8 月 21 日，习近平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党在宣传思想领域提出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总结为“九个坚持”，第一个“坚
持”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另
外还有“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⑥等，“九个坚持”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根本遵循，必须深刻把握、长期坚持、不断
发展。

二 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
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蓬勃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但同时，

由于受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影响，也出现了思想
文化领域中的个别同志不能科学区分政治原则问
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甚至科学技术问
题，对一些文化、艺术乃至学术问题动辄上升到政
治高度，采取贴标签、扣帽子、打棍子等错误方式
加以处理，造成了不良影响，也阻碍了文化建设的
推进。也许正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些问题的出现，

毛泽东在文化建设中不仅倡导和确立了“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的基础上强调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前进方向，并坚持“双百”方针
和“二为”方向的统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建设的重要遵循确立下来并长期坚持。
“双百”方针并不是一下子提出来的，而是有

一个发展形成的过程。1951 年 3 月下旬，毛泽东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⑦4 月 3 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
主席的题词也迅速为全国人民所熟知。5 月 5
日，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政务院关
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 “中国戏曲种
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
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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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①毛主席的题词和政务院的指示成
为鼓舞、激励多种戏曲形式乃至多种文化形式并
存和发展的重要方针，激励了很多文艺工作者积
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1953 年 8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
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
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
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
四个字:“百家争鸣”。② “百家争鸣”这一重要方
针为什么首先从历史问题上提出? 是因为当时中
国史学界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正在
进行一场大争论，毛泽东本人也对这个问题非常
关注。而“百家争鸣”的提出，则为如何解决这样
的争论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针。第二年创刊
的《历史研究》杂志，更是以此作为办刊方针。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
展，毛泽东也水到渠成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并将其确立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
指导方针。1956 年 4 月 28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专门把“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作为八个问题中的第五个提了出
来，明确指出: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
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③

这是他第一次把“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并列
放在一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史上具有
重大意义的一次讲话。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详
细阐释了“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
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

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

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
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
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
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④5 月 2 日，他在
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时再次强调了
“双百”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
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现在
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
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

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
个。”⑤并进一步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
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
说，不去干涉他们。”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正式
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文学艺术、发
展科学文化的指导方针进行公开强调，标志着
“双百”方针正式成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
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很快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同，并

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为进一步推动“双
百”方针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毛泽东一次次提
醒、告诫大家。1957 年 1 月 27 日，他在主持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谈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时说: “这个方针，我
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从对立统一的观
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
针。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
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
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
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
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
面，唱不得对台戏。”⑦2 月 27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
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议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进
一步详细阐述了“双百”方针。他不仅指出: “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
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
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
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

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

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
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
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
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⑧

而且进一步强调: “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

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
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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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①“正确的东西总
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
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②“同错误思
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

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
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
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只
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
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
正解决问题。”③在此基础上，他还总结出了辨别
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 ( 一)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
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 二) 有利于社会主义
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
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 三) 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 四) 有利于
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 五) 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
削弱这种领导; ( 六)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
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
于这些团结。④ 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双百”方针绝
不是暂时性、可有可无的，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
重要方针，要求全党要增强坚持“双百”方针的自
觉性、主动性，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该
害怕批评，更再次宣告了“双百”方针在理论上、
实践上的极端重要性，为如何更好地坚持“双百”
方针指明了前进方向、做出了科学部署。

1957 年 3 月 8 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期间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他再次谈到“双百”
方针，批评有的人因为怕放出不好的东西来而不
认可、不执行“双百”方针，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
家:“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
法。”⑤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政策，指出怕放的人“就是没有看到大
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
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
国几亿人民”⑥。进一步鼓励大家要不怕批评，要

积极、主动地坚持、贯彻好“双百”方针。正是在
毛泽东的倡导和坚持下，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坚
持“双百”方针的重要性、迫切性，我们党在探索
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
正确道路。

因为“双百”方针不仅合乎科学文化发展规
律，而且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是真正能够实
现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进步、繁荣的正确方针，深受
广大科学文化界人士的欢迎，也在全社会得到广
泛认同。但是，在“双百”方针贯彻执行的过程
中，有些人却把其理解成为是不受任何约束、没有
任何底线的自由，由此暴露出一些问题，毛泽东也
注意到了这些问题。1957 年 1 月 27 日，他在主
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次会议的讲话
中就强调:“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

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
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
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
看来，百 花 齐 放，百 家 争 鸣，就 是 有 益 无 害 的
了。”⑦3 月 8 日，他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 “我们采取有领导
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⑧3 月 12 日，在中国共产
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深入
阐释、科学完善了“双百”方针:“我们提倡百家争
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
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
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
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
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
级的世界观。”⑨强调了坚持“双百”方针必须坚持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占
统治地位，这是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从没有否定过“双百”方
针，反而再三做那些因为“双百”方针贯彻执行中
出现问题而对其持怀疑、否定的人的工作，告诫全
党要把这个方针长期坚持下去。1957 年 3 月 12
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就强调: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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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
方针。”①“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
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
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
个方法。”“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
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
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
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②不仅再次
强调了“双百”方针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

而且指出了其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推而广之到一
切工作中。3 月 29 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
议上讲话的提纲中，他不仅强调“要善于说服，要
学会以理服人”③，而且进一步指出:“采取现在的
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
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
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④1958 年 9 月 21 日，党中
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戏曲
的请示报告时再次强调: “戏曲工作仍然应当贯
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⑤1962 年 1 月 30
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要
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针对有些领导同志不让人
讲话甚至惯于拿帽子压人等问题，他特别指出: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
人讲话。”“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
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
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
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 让他保留意见。”⑥
“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
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⑦“让人讲
话，是 采 取 主 动 好，还 是 被 动 好? 当 然 是 主 动
好。”⑧“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
台。不让人讲话呢? 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⑨

不仅强调要让人讲话，而且要积极、主动创造条件

让人说话，甚至鼓励要允许人讲错话、要允许人保
留意见，并要求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这
是从另一个方面提倡、贯彻“双百”方针，既是对
全党的一种期待，更是一种要求。

一直到了 1975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在同江
青谈话时仍特别强调: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
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瑏瑠“处分人要注意，动不
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
症。”瑏瑡7 月 25 日，他对电影《创业》的编剧张天民
对江青和当时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批判《创业》
的指责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重新上映该片的来信
做出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
全责备。”瑏瑢可见毛泽东对“双百”方针是一直坚持
的，并且对违反“双百”方针的言行一直在进行批
评、纠正。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
为了更好地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虽然没有明
确提出“二为”方向这一概念，但毛泽东等党中央
领导同志却实际上一再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
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向，并坚持和真正做到了“双百”方针和“二为”
方向的统一。为了谁，这是文化建设不容回避的
根本性的大问题。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
多次强调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以此作为文
化建设的出发点、落脚点。1940 年 1 月 9 日，他
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中就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
而即是民主的。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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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1942 年 5 月 23 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的结论部分，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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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①“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

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
的工作才有意义。”②并于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党
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进一步强调: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
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③就是强
调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建设真
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
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1949 年 7 月 1 日，新华
社播发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在给将于 7 月
1 日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
贺电中期望并相信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
团结起来“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
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
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
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
经济建设工作。”④1949 年 9 月，具有临时宪法性
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
立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这不仅是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重要的原则
和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把“人
民”两个大字写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上，在
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时，进一步要求文艺为
社会主义服务，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一
步确立了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
向，并同时强调文化建设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在
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毛泽东从来没有
对其放任自流，而是重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鼓
励大家敢于进行思想斗争，强调批评和斗争是
“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1957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
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
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⑤1963 年 12 月
12 日，他在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
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

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
并批评:“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
非咄咄怪事。”⑥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党和国
家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相结合，引导以
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科学文化工作者积极主动地
深入基层、深入到工农兵中间去体验生活、进行创
作，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争做表率，再加上
党领导人民开展的扫盲运动，使得整个文化建设
的面貌焕然一新，大量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事业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工农大众的感人事
迹以及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成就、新社会
的良好风尚的大批优秀作品纷纷涌现，不仅深受
人民群众喜爱，而且为全社会实现移风易俗做出
了巨大贡献。这也让更多人深刻认识到，“双百”
方针和“二为”方向相结合，不仅不会削弱马克思
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反而能够不断
加强、巩固其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文艺工作
的领导，邓小平不仅继续坚持“双百”方针，而且
推动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二为”方向，对当时一度有些迷茫甚至错乱的
文艺界起到了指引方向、凝聚力量的作用。1979
年 10 月 30 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
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
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
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
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
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⑦“围绕着实现四个
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
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
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⑧在强调要继续坚持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双百”方针的同
时，逐步形成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对新
时代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1980 年 1
月 16 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
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仅强调
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政治属性: “文艺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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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
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而且特别谈到
了如何科学全面正确地理解“双百”方针: “我们
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
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
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
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
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
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
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①澄清了当时
不少人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在告诫全党要沿着
正确道路坚持、贯彻“双百”方针的同时，进一步
强化了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决不能搞资本主
义那一套。1980 年 7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
论，正式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此，“二
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前进方向被正
式确定下来，并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得到广
泛认同。

针对有人以要坚持“双百”方针为由，反对正
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予以批
驳。1981 年 7 月 17 日，他召集周扬、王任重等讨
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时指出: “坚持‘双百’方
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
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
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
一代人的问题。”②这个态度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
些人的错误认识，也引导着更多人正确理解、贯彻
“双百”方针。

在新时代，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坚持“双百”方
针和“二为”方向的统一，推动着文化建设发生历
史性巨变。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
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指出: “要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
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
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
充分发 展，推 动 观 念、内 容、风 格、流 派 切 磋 互
鉴。”③“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

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
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
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
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
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
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④这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建设史上、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讲话，不仅强调了要坚持“双百”方
针，而且强调了要坚持“二为”方向，并强调这是
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方向。在此基
础上，提出文艺工作要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并
阐明了怎样做到以人民为中心。2016 年 5 月 17
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
一步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要提倡理论创新和
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
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
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
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⑤
2017 年 9 月，他就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双百”
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益求精、潜
心磨砺，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不断创作生产
优秀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
步要求，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塑造中国形象、
弘扬中国精神，坚定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⑥。在中国文联
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先是肯
定了“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广大文艺工
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
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弘扬
了中国精神，凝聚了中国力量，为我们党团结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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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①然后进一步强调: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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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为我们
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
更加光明的未来。”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
一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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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③“社会主
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
代的文艺创造。”④2019 年 3 月 4 日，他在参加全
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
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
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新时代的文化文
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
就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
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
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
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
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⑤一次次强调要
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并且大多数时候是把三者联在一
起加以强调，就是告诫我们，不仅“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三者也
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必
须把三者都坚持好、贯彻好，才能真正把新时代的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搞好。

三 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
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领
袖，毛泽东参加革命以后从来没有排斥中国传统
文化、外来文化，而是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强调应当厚今
薄古、要有民族自信，但却特别注意对中华传统文

化、外国文化的批判和吸收，坚决反对盲目复古、
排外主义、“全盘西化”等论调。早在抗日战争时
期，1938 年 10 月 14 日，他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
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就强调: “从孔夫子到孙
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⑥1940 年 1 月 9 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
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 “清
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
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
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
蓄。”⑦就是告诫大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
义者，决不应该也不能割断历史，绝对不能简单地
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是要注
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古代封
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的东西和带有民主性、革命性
的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坚持批判地继
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并且，他还明确提出: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⑧明
确把民族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华民族新
文化的第一要素加以强调，体现出他对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高度自信，这是他高度
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自然流露，也确立了中国
共产党人进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

毛泽东虽然很少出国，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前根本没有出过国，但他对外国文化
并不排斥，即使是对资本主义文化也不排斥。他
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在不同文化之间
互相斗争、吸收、融合、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能在
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有值得我们借鉴
和学习之处。“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
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
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
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
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
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决
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⑨并旗帜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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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批判“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强
调决不能当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文化必须
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正是因为他对民族文化、外
来文化都一直保持着清醒头脑、有着科学认识，又
有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才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探索出了一条既“以苏为
师”又不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既坚决反对西方文化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
和平演变，又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有益成
分，从而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能力，

不断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这才是真正
的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①。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
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次谈到如何科学对待
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形成了“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思想。他明确指出: “对于外国文
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
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 盲目搬
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
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
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
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
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
新文化。”②并且，这个原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建设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如何科学处理社
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外国文化之间的关
系，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总结以往的成功经验和
分析面临的新形势的基础上，他始终坚持“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等原则，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
的社会文化建设道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整
体上基本是封建性质的，中国人受封建思想的影
响比较深，不少人不知不觉中就会被封建文化所
误导，所以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复古主
义，而且特别注意对封建思想进行批判，并亲自领
导、指挥了几次批判。1950 年 3 月 14 日，他复信
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蒋竹如说:
“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
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无律的诗，即兄

所指民间歌谣体尚是很有用的。”③1951 年 5 月
20 日，针对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武训和
电影《武训传》的歌颂过多所暴露出来的文化界
思想混乱等问题，他批评指出:“我们的作者们不
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
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
得称赞的地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
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
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
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 如像武训) ，具体的反历
史的思想( 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
著作) ，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
种反动思想投降。”④1954 年 10 月 16 日，他又结
合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批评指出: “被人称
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
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⑤并
且是把《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在一起批判，通
过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错误思想的批判引发全
党的思考。他这么做，就是提醒全党要注意学好
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好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在
封建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分清中国古
代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才能不被资产阶级反动
思想侵入。1957 年 3 月 8 日，他在党的全国宣传
工会议期间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 “文化
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⑥1960 年 12 月 24
日，他在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
团谈话时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
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
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
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
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并进一
步说:“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
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
版。”⑦不仅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传统文化遗产中
的毒素和糟粕，对此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
且引导大家如何科学看待和利用封建主义的文
化、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亲自去做选择、剖析、批
判、利用等工作，真正做到批判地挖掘、改造、继
承、转化、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真正做到了“古为
今用”，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推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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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文化建设。
对于外国文化，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主张“洋

为中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号召
大家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文化等，特别
是学习苏联。1953 年 2 月 7 日，他在全国政协一
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学习苏联的先
进经验，为了消除一些人的抵触情绪，他列举了我
国唐朝唐三藏法师不远万里去印度取经和近代掀
起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民主主义、科学的高
潮这两个学习外国的例子，论证中国人是不拒绝
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 “我们这个
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
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
的优良传统。”并且，这种学习对我国进步是有很
大帮助的。在此基础上，号召采取真心实意的态
度广泛地学习苏联:“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
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
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
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
的国家。”①他提倡的向外国学习，不仅包括向苏
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更包含了向所有国家学
习。1955 年 10 月 15 日，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
华团的谈话时就表示，日本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应
该学习的，“哪一天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
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我
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
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但现在却没有希
望实现。”②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他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著名的《论十
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指出: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
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
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
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
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③并进而在反思向苏联
学习时出现的“人家的短处也去学”等问题，提出
了“以苏为鉴”的发展原则，提醒大家要注意:“对
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

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

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
利。”④“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
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
把尾巴翘起来。”⑤但同时，他也明确提出反对“全
盘西化”，强调要批判地学习国外。1956 年 8 月
24 日，他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会见时
的谈话中特别强调: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
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
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中国人还是
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⑥“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
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
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
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
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
主。”“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
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
越搞越洋化。”“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
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
天的中国人。”⑦“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
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西
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
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
用的成分。”“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
中国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

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⑧

这就是告诫我们，要积极向外国学习，但这个学习
是要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要明确学习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我们中国，决不能迷信外
国，更不能搞“全盘西化”那一套，而是要在批判
地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创造出有我们自己特色
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先进文化。这是对“洋为中
用”的生动诠释，确立了我们在学习外国时应该
牢记并认真坚持的原则。

毛泽东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如
何学习外国的问题，并及时指出、纠正发现的问
题，他的 这 些 思 想 也 影 响 到 了 其 他 领 导 同 志。
1960 年 12 月 24 日，他在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
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 “你们提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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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
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
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
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

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
的东西。”①并进一步强调: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
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②
1961 年 6 月 19 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
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特意谈了为谁服务
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
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
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但要
‘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
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③“我是主
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
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
溶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
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
一起。”“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
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
的创作中。”④对比不难发现，毛泽东、周恩来在如
何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周恩来真正明白、
领会了毛泽东的思想，并去认真贯彻落实。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继承、坚持了毛泽东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1979 年 10 月
30 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上的祝词中不仅强调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推
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而且明确
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
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
习。”⑤“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
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

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
式。”⑥在他的推动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

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 “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
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
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
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
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
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
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
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
文明建设。”⑦但是，由于崇洋媚外思想一度盛行，

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
新时代，习近平不仅很好地继承、坚持了毛泽

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而且通过加强
话语体系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
语权，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大发展中更好地走
向世界。他非常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发展、创新，强调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被誉为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代言人⑧。2013 年 12 月 30 日，他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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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2014 年 10 月 15 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瑏瑠“传承中华文化，绝

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

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

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瑏瑡2016
年 5 月 17 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特别警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

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

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瑏瑢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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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①。同时，他把“洋为
中用”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强调要承认和尊重外
国文 化，加 强 相 互 交 流、相 互 学 习、相 互 借 鉴。
2014 年 3 月 27 日，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发表演讲时强调: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
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
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
和谐。”②2014 年 9 月 24 日，他出席纪念孔子诞辰
2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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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对
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
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
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
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
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
扬起来。”③不仅强调了中华文化对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而且明
确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展理
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要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在推陈出新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

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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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党的十八大
以来，正是习近平坚持、发展毛泽东“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思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既继承好发扬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实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性互
动、和谐统一，以文化复兴助推民族复兴，以文化自
信坚定价值自信，又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
有益成果，强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既相互理解、尊
重、包容，又努力消除误解、超越偏见、化解敌意，主
动借鉴、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在借鉴、吸收中外优秀
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越来越展现出 21 世纪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世
界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越来
越强大的优越性。

On Basic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s of
New China’s Cultural Building

ZHU Ji-dong
( Institute of Marxism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glorious 70－year history of New China，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all the
leaders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ural building，putting it at a pivotal place in nation-building．
They have adhered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cultural building and the guidance of Marxism，and to the uni-
ty of the policy of“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as well as the
direction of“serving the people，and serving socialism”． They have insisted on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ulture
by“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and“making foreign things serve China”，etc． All these successfully
basic experiences are not only the preciously spiritual wealth of our socialist cultural building，but also the im-
portant rules for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New China; cultural building; the policy of“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and a hun-
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Mao Zedong; Xi Ji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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