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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刻认识和总结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是我们有力推动新时代

文化建设并担负起“到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使命的重要前提。百年来，

一代代共产党人在文化地位、文化旗帜、文化根脉、文化立场等基本方面初心不渝、
不懈探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是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二是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三是始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四是

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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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古老的中

华民族种下了一颗走向伟大复兴的种子。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带领久经磨难的中

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性飞跃。无疑，党的文化建设为“飞跃”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动能。文化是历史的沉淀与结

晶，中华文化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不断淬

炼升华，先后形成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文化新样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新任务新目标对

党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经验是走向

未来的基石。回顾总结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基

本经验，将对加强和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实

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和实践意义。
纵观党的百年文化建设，在关于文化地

位、文化旗帜、文化根脉、文化立场等基本问

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开

示轨辙，一代代共产党人踵随其后，笃定前

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高度重视是做好文化建设工作的前提。重

视源于洞悉，只有对其地位和作用有深刻认知

和把握，才会有高度重视的态度和行动。百年

来，党对文化在社会发展及其领导事业中地位

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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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观点，强调文化与政治、
经济的辩证关系，认为文化建设关乎社会的经

济和政治发展，关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毛泽

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

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相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充分表明

了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文

化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建国之后，党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不仅重视重工业和

—4—

《科学社会主义》 ( 双月刊) 2021 年第 3 期

* 本文系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现状与对策研究” ( 项目编号:

19VSZ053) 的阶段性成果。



轻工业的协调发展，还特别重视文化建设工

作。毛泽东在 1957 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提出: “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

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

家。”②这里把现代科学文化与现代农业、现代

工业并列，纳入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中，突出了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

内容。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重视文

化建设的优良传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

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注重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视为

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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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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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因此，要求把精神文明

建设深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个进程之

中，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

法及基本要求。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局面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

义。一是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视角，

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既表现在经济政治方

面，还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二是从保持党的

先进性的角度，指出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方面。党

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

高度，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

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立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由

此，党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

置，强调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推动媒体融

合发展，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⑤等文化建设战略思

想和措施。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进一

步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

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

步强调了建设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我

们党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及其战略意义认识

的不断深化。
百年来，党始终以整体性系统性思维，从

长远性战略性视角把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是党领导

文化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

中的指导地位

“指导思想”规定事物的性质和基本走向，

是事物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百年来，党的

文化建设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并将其作

为一 条 根 本 性 原 则 贯 彻 其 中。习 近 平 指 出，

“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

态”⑥，突出强调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质。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

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开辟出新

的境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指导中国革命

实践的新理论，与此同时，中华文化在革命洪

流中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形成了以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

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革命

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相适应，为革

命实践提供了重要动力和精神支撑，也为新中

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实际 “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指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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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起来。在崭新的社会制

度中，革命文化开始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型，以

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

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开始形成。与此同时，毛

泽东特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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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这充分体现了党在

文化建设根本原则上的清醒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建设牢牢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性质的视

角，指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的重要实质。在这一思想指引下，精神文明

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改革开放事业由此更有定力、更具活力。党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汹涌的改革开放大潮和复杂

交织的思想文化态势，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朝

着先进的方向持续发展。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 “坚持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

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

向。”⑧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 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把握文化发展的新形

势，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

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强调 “要巩固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⑨这些 思

想充分保障了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

性质和方向。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党的第二

个百年目标新起点，在文化建设中更加旗帜鲜

明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重要要求和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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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这里把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的根本性和重

要性。与之相呼应，党在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加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工程，重视主流意识形

态建设，始终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瑏瑡。近年来，文化艺

术界、社会科学界、教育界出现了 “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瑏瑢的新局面，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和精神追求蔚然成风。伟大抗疫精神

和脱贫攻坚精神的形成，从根本上看，很大程

度上归功于党在文化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指导

地位的坚守。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世事沧桑、风云

变幻，百年来党的文化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党领导文化建设能够稳

步向前的硬核所在。

三、始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文化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的精神积累，

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 5000 多年历史发展中的

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重视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是事关“根和渊”的重

大命题。只有关注根脉，浚通源头活水，才有

可能培根固元，收获生机盎然。中国共产党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继承

者，历来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和血脉的

延续。
回溯党的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从延续民族文

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尤其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植

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一步步现

代化，两者相得益彰，成果卓著。在党的历史

上，毛泽东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典

范，他的讲话和著作中大量使用中国的成语和

典故。他还从民族文化延续的高度向全党提出

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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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

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

继续加以发扬光大。”瑏瑣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

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和“古为今用”的方针对

待传统文化。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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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推

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充分挖掘其时代价

值。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

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和智慧。
可以看到，邓小平的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具有深

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例如他借用中国

先秦典籍《诗经》中“小康”一词指出: “到

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

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瑏瑥在此语境下，

“小康”这一古老的命题生动形象起来，被赋

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创

造新生活的美好愿景。从全面建设小康到全面

建成小康，这一愿景成为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的关键词。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得到了充分彰显。随后，以

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要把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重要要求。江泽民指出: “我国几千年

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

展，做到古为今用。”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扬这一

思想传统，深刻把握中华文化崇尚和谐的优秀

传统，结合新形势，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重大战略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

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

地位和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

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渊”，指出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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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叙事中，习近平重视并

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阐释理

念，分析问题，启发思维。他提出要在 “古

为今用”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这 一 “双

创”理论是新时代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根本遵循。
综上，党在百年文化建设中，始终以唯物

辩证的眼光和思维，以文化自觉和自信，深刻

领悟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当

代价值。这是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继续坚持的

宝贵思想。

四、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

设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根本立场，也是

党的文化建设工作所秉持的基本理念，是文化

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关于文化为谁发

展、如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党百年来所领导

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根本价值目标是实现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党文化建设的

旨归。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文化建设中，把

“为什么人”的问题视为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

题和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出了 “文化为人民

大众服务”的思想，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

民大众的文化，也就是文化工作者要用革命文

化教育和武装人民大众，同时又要以人民群众

的实践作为创作的源泉。1942 年，毛泽东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立场问题和工

作对象问题是文艺工作者应该重点解决的问

题。随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明确指出: “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瑏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党继续贯彻文化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念。1953 年，周恩

来提出，“文艺就必须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

先进人物”瑏瑨。1957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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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分 子 到 群 众 中 去， 到 工 厂 去， 到 农 村

去”瑏瑩的号召。这些思想本质上是文化建设领

域的群众路线。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强调“为人民服务”是文化

发展的根本途径。邓小平指出: “人民需要艺

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瑐瑠党的十三届

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强调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

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 “二为”
方向的基础上，强调“以人为本”要贯彻到文

化建设中去的思想。关于文艺工作，胡锦涛指

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

树才能常青”瑐瑡。因此，文化发展成果，必须

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

化素质上，体现在保障人民享有的文化权益

上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思想和要

求。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基础

上，党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

容，因此只有使文化建设起到凝聚人心、团结

力量、促进和谐的作用，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

幸福美好的生活。习近平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育人作用。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他指出: “要以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

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

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

情感认 同 和 行 为 习 惯。”瑐瑢 显 然，人 民 的 参 与

度、认可度、满意度是文化建设的衡量尺度和

价值向度。
一句话，文化建设中充分尊重人民的文化

创造力并立足人民的文化期盼，是文化走向

“强起来”的力量所在，是新时代文化建设需

要传承发扬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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