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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披荆斩

棘、上下求索、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

新，走出了前人所没有走出的道路 1 。由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向“强起来”迈进的百年奋斗史，既是一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文化创新的辉煌

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拓创新，取得了伟大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

经验，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创新的历程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敏锐捕捉国内外变化发展形势和顺应文化发展规律，

及时调整文化发展策略，领导文化创新，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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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任务目标，可以把党领导文化创新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创新

在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曾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灿烂文化。但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中后期，建立

在保守封闭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封建文化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华文化在

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交锋中败下阵来，从此中华文明蒙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衰微。为了拯

救民族危亡，挽救中华文化，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出台各种救亡图存方案，进行可歌可泣的抗争，但都无

法改变中华文化被灭亡的危险局面。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华文化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引和新的力量来领导。

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希望。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肩

负起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深刻认识和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基础上，抓住社会

主要矛盾，带领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毛泽东对当时中国文化现状进行深刻分析认为，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属于帝国主义文化，主张复古、

反对革新的文化属于半封建文化，这些反动文化都应该“被打倒”，否则新文化“建立不起来” 1 。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为破除反动文化和旧文化、建立新文化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党在根据地领导文艺工作者创建各种

文艺组织，创办各种文艺期刊，创作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文化建设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理论上提出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创新的方针，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创新的

根本目的，指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从此中国文化发展有了新的航标，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

主动” 2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创新

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党领导文化创新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然而旧社会留给新中国是一个

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党必须领导人民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改善生活，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毛泽东指出，随着经

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必将到来，被世人认为不文明的中国人将面貌一新，中国将以“具有高

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3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政治变革的需要，党采取一系列新措施，推动文化创新。

其中包括牢牢控制舆论工具，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逐步消除封建文化余毒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影响，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创新中的指导地位；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教育事业进行改革，以满足经济建设对人才

的迫切需要；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激发以社会改造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启发广大人民的政治

觉悟。“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文化创新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领导

人民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点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成功实现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

会主义文化转变，开创了中华文化发展新篇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受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

严重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对文化创新的探索，我国文化在曲折中发展，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前期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人民“富起

来”。“富起来”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的富足。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柱和智力保证，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之路。由

于十年“文革”灾难，文化发展遭到极大破坏，再加上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涌入，思想战

线出现了“精神污染”的现象。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恢复文化的正常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列主义文化理论和毛泽东文化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提出精

神文明建设论。精神文明建设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

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江

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695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

3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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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应对困难和风险，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特征，阐发了

先进文化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持续推进文化理论和实践创新。进入新世纪新阶

段，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

盾也随之而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文化，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一次实现了文化理论和实践的与时俱

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带领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党的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1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兴盛。然而改革开放走过几十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部分已经完成，好肉都

已经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2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

担当，直面问题，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推进

文化创新。第一，通过发表讲话、文章、作重要批示等，澄清在文化建设中的各种模糊认识，矫正各种错误倾

向，深化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丰富发展文化创新理论。其中主要包括：

从民族复兴高度来认识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提出创新要坚定文化自信，善于学习借鉴，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科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第二，对文化创新作出科学的全面的部署。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如何建设文化强国作进一步安

排，这是一份新时代改革宣言书，也是一份创新宣言书。2014年通过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文

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保障等，为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规划了路线图、明确了时间表。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并强调把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产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凝练而成。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5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

案》，对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全面系统部署。教育部、共青团出台相应的落实方案，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社会实践、文化育人各个环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其他各部门根据实际也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转化

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通过强化价值引领，构筑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第四，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

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等，全面统筹指导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工作，在交流互

鉴中推动文化创新。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创新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守和践行初心使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进行文化创新，取得了伟大成就。

这些伟大成就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一）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从广义文化角度看，鸦片战争后造成的中国社会和民族危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危机” 3 。为了摆脱危

机，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不倦的追求。农民阶级、封建地主阶级、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3  张昭军、孙燕京：《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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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等都曾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改

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当然也挽救了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文化由传统向近现代

转型，照抄照搬别国文化模式或者简单文化复古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走中国文化创新道路，才能回答和解

决“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总结，形成了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以外来优秀文化为有益养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不断推进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之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艰苦的文

化创新实践中得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摧毁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赖

以生存的经济和制度基础，有力冲击了旧思想、旧习俗、旧传统，在与其他各种思潮论争中成功建设新民主主

义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前期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第二次

相结合”，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成功“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性转

变” 1 。十年“文革”使得文化创新之路受阻，文化发展受到重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建设重新回

到正轨。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 这一论断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

明了方向，同时也给中国文化创新指明了前进的道路，那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道路。经过改革开

放几十年的建设和完善，到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宣布形成 3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基础

上，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进一

步创新，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越走越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开辟了广阔前景。

（二）重构了中华文化体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文化体系是在旧文化体系崩塌之后建立起来的，并且与旧文化体系有根本的区

别。这种根本区别主要体现为建立的基础、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根本不同。在长达20 0 0多年的封建社会

中，中华文化体系是建立在封建经济政治基础之上、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

体系。随着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旧文化体系逐步分崩离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4 因此，如果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文化体系，各族人民就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就无法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中国共产党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教训，立足中国国情，领导中

国人民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扫清了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存留了

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基本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随着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的深入推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如今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

制度。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文化具有阶级属性，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

重构的中华文化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基础之上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全新文化体系。其不仅与封建主义文化体系有根本区别，也与资本

主义文化体系有本质区别，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和文明样态。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

凝练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精神层面的集中体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集中反映，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表明中国有了自己的

“身份密码”和“文化名片”，“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已经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价值观的制高点上” 5 。中华

1  孙成武：《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  杨雪梅、周舒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形成》，《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2日。

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5  陈曙光：《价值观自信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载于《理论导报》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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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系日趋稳定并走向成熟。

（三）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是以

“自在”的民族实体存在，而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过程中才出现的 2 。

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意识的民族精神虽然长期客观存在，但不成系统，稳定性差。当需要向现代转

型时，民族精神显得反应迟钝；当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民族精神无法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相反却“逐渐颓

废甚至消失” 3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在西方列强入侵过程中，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逐步被

国人认识。文化界纷纷著书立说，出谋献策，对推动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晚清

政府的腐朽没落和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无法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无法正确处理继承、借鉴与创新的

关系，不能成为重振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长期

革命斗争中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在党的周围。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把社会上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团结起来，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此刻，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

民族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和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

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4 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

是民族精神，而且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并概括出“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精神 5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理论上没有太多的成果，但中国共产党却

在实践中带领中国人民弘扬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等伟大民族精神。进入改革开放新时

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受到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精神的建

设。邓小平强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要

提倡“艰苦创业”、“自尊自信自强”、“敢闯敢冒”的精神。这些论述对新时期党对民族精神的认识和进一步

概括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推进，民族精神的内涵逐步清晰，党

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科学概括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

强不息”十六字，这标志着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基本完成。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

展，民族精神的内涵也在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过程中不断得到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中国梦的实现与民族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领导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伟大的抗

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科学家精神等，赓续传承中华民族精神。这些伟大精神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和人

民的血脉之中，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使民族精神代代相传，与时俱进，激励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取得新

的胜利。

（四）重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肯定，从而引发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对

它的生命力、影响力和魅力的坚定信念。曾几何时，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文明、灿烂的文化赢得世界的羡慕和向

往。强大的中国闪耀世界，中国人也自信心满满。可是近代以来，在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和野蛮残暴的西方侵

略者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国运衰败，国力衰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曾经引以为傲的耀世文化“蒙上

1  吴潜涛：《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载于《求是》2003年第19期。 

2  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3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中华民族精神”的讨论》，载于《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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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人的不屑和鄙夷”，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逐渐崩塌，“乃至自我否弃” 1 。陷入泥潭的中华民族被迫开启文

化自觉之路。各阶级、各阶层的仁人志士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自我反思，学习西方。但

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告诉国人，民族文化要重新走向辉煌，要重振民族文化自信心，首先必须是民族获得独

立和人民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翻身做主人，为重振民族文化自信

心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文化自信有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中国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文化教育、科学

技术、文艺创作、新闻出版、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化进一步呈现大发

展大繁荣的景象，文化理论创新取得新突破，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取得高质量发展，民族文化自信心明显提升。中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充满自信、处处维护民族尊严的大国形

象，在西方列强面前唯唯诺诺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

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2 	

（五）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向世界文化中心靠近

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从公元1世纪到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一直保持着“超

过东西欧总额的纪录”，是世界经济系统的核心 3 。强大的经济也成就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中

华文化不仅在儒家文化圈具有巨大影响力，而且在欧洲等地也具有广泛影响力。伏尔泰曾经赞叹道：“东方是

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 4 可是鸦片战争以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化“日渐被世界边

缘化” 5 。无论是地主阶级、旧式农民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无法找到重新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办法。这

重任只能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常年战乱，条件艰苦，但中国共产党不怕困难，积极

创新新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例如请当时的文化名士、无党派人士、外国记者等到根据地和解放区来

参观考察，通过他们向国人和世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新生活，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新文化。新

生的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打压，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道路处处受阻。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

也抓住每一次机会和每一个平台向世界展示如“自强不息”、“团结友善”、“热爱和平”的中华文化精神。随

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形成了加速效应。党

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其中包含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对整个人类具有普遍意

义，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钥匙，因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站在人类道

义制高点，超越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价值分歧和对立，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作出响亮

回答。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现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的当代价值，获得广泛好评，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的时代。因此，可以说新时代也必将是中华文化重回世界文化中心的时代。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创新历史经验

回首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文化创新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全面深入总结这些

经验并把它传承好弘扬好，对于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新、全面建成文化强国至关重要。

（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文化创新的根本保障

文化创新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统一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文化

1  沈壮海：《新中国70年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建》，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9期。

2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3  [美]熊玠：《大国复兴》，李芳译，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4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1页。

5  张国祚：《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载于《红旗文稿》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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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将是一句空话。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内外交困局面下和无休无止论争中找到新的正确的出路，是因为

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改变中国人的

精神面貌，极大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还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没有中国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领导是文化创新的特征和优势。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主要矛盾转换，这就注定在新的征程上文化创新不会一帆风顺。过去的成功不代表

未来一定会成功，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具体来说，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领导，始终确保

文化创新的正确方向；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领导，确保文化创新的正确价值引领；要进一步加强和改

善党的组织领导，确保文化创新的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是文化创新路上的领航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化创新的根本保障。

（二）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文化创新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在科学

性、真理性、影响力和传播方面还没有哪一种思想达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高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

思主义，给在黑暗之中苦苦摸索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但从来不标榜自己是终极真理，而是认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1 。中国共产党坚持推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系列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指导实现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

变，再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理论成

果，是新时代文化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旗帜。

（三）坚持满足人民文化需要是文化创新的基本价值取向

文化创新到底为了谁，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只有为了人民，不断满足人民对文化的需

求，文化创新才有意义。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满足人民文化

需要为己任。党领导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大众的”，就是语言接近民众，为广大“工农

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2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党领导进行了一

系列的文化创新实践，文化成果丰硕，人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换，中国共产

党始终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铮铮誓言，初心不改，赢得广大人民广泛支

持和拥护。在开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文化创新受到的各种干扰并不

比以前少。只要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导向，文化创新就有源源不竭的动力。

（四）聚焦正在做的事情是文化创新的基本着力点

正确认识和把握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规律，解放思想，创新

理念，找准破解难题的新思路，这是文化创新应有的任务。只有聚焦正在做的事情，创新的文化成果才有价

值。如果离开了对鲜活实际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意义的文化创新活动。特别在重大历

史关头，文化必须要“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3 。

一百年来，文化创新总是与正在做的事情相伴相随。文化创新的成果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

实践，在解决问题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同时又为解决困难和问题提供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

（五）科学把握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是文化创新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曾指出，新文化“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4 。这一

论断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特殊关系，只有科学把握这一关系，才能真正做好文化创新。作为上层建筑的

文化，其创新能力的大小，最终要受限于政治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时文化要有生命力，必须观照政治经济发展

状况，及时反映政治经济发展新成果。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政治经济具有能动反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

注重文化创新与政治经济创新的协调推进。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夯实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

2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695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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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的基础；强调文化要反映现代化建设新成果，保证文化创新内容有源源不断的“原料”；强调文化创

新要为政治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明确文化创新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

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1 	

（六）正确处理“古今中外”是文化创新的关键

正确处理“古今中外”其实就是要求文化创新要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文化具有继承

性，文化创新要“不忘本来”。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丢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丢掉了“本来”，失去了根基，割断了血脉。吸收其中精华为今天服务，形成新的文化，是

实现中华文化创新的必要条件。中华文化要跟上时代发展潮流，还必须在开放中与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对

话，在“吸收外来”中实现创新。“吸收外来”不是全盘接收，而是在批判借鉴中吸收其中有益养分，为我所

用。“面向未来”是文化创新应有之义。“面向未来”表明文化创新具有前瞻性，能准确把握“世界文明发展趋

势，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不断推进中华文化创新” 2 。回首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创新的路

径就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前进，在面向未来中超越。

［责任编辑    周华平］

The Great Course, Main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Cultural Innov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Zhu Hong  Cen Zhonggan

Abstract:  A centen n ia l  pa r t y  h is tor y i s  a l so a  centen n ia l  cu l t u ra l  i n novat ion h is tor y.  Du r i ng the pe r iod 
of  t h e  Ne w D e m o c r a t i c  Re volu t io n ,  by  l e a d i n g  a n d  u n i t i n g  C h i n e s e  p e o p le ,  t h e  C o m mu n i s t  Pa r t y  of  
Ch i na (CPC) ove r t h rew t he  " t h ree  mou nt a i ns",  e s t abl i shed t he  new democra t ic  cu l t u re ,  a nd led  Ch i nese 
cu lt u re  to  t he r ight  d i rec t ion of  development .  T h rough the socia l i s t  revolut ion and cons t r uc t ion ,  t he new 
democrat ic  cu lt u re has been successf u l ly t r ansfor med into the socia l i s t  cu lt u re.  The Th i rd Plena r y Session 
of  t he  11t h  C P C C e n t r a l  C om m it t e e  h a s  o p e ne d  a  new p e r io d  of  r e fo r m a nd  o p e n i ng  u p  a nd  s o c i a l i s t  
moder n i za t ion ,  wh ich ma kes  Ch i na's  cu l t u r a l  cons t r uc t ion ente r  a  new s t age ,  t hus  enabl i ng t he  cu l t u r a l  
development  welcome i t s  spr i ng,  w ith a  se r ies  of  new ach ievement s  made i n  t he cu lt u ra l  f ield .  Si nce t he 
18t h  CPC Nat iona l  Cong ress ,  t he  soc ia l i sm w it h  Ch i nese  cha rac t e r i s t ics  ha s  ente red a  new e r a ,  a nd t he 
cu l t u r a l  developme nt  h a s  e mba rke d  on  a  new jou r ney,  a nd  t hu s  bu i ld i ng  a  s t rong  so c ia l i s t  cu l t u r e  h a s  
become a  new goa l .  T he CPC has  made g rea t  ach ievement s  i n  lead i ng cu l t u r a l  i n novat ion ,  successf u l ly  
i n i t i a t e d  t he  developme nt  pa t h  of  t he  so c ia l i s t  cu l t u r e  w i t h  C h i ne se  ch a r a c t e r i s t ic s ,  r e con s t r uc t e d  t he 
Ch i nese cu lt u ra l  sys tem, reshaped the nat iona l  spi r i t  of  t he Ch i nese nat ion ,  rev it a l i zed the cu lt u ra l  sel f-
con f ide nce  of  t he  Ch i ne se  na t ion ,  a nd  ef fe c t ively  p romot e d  t he  Ch i ne se  cu l t u re  t o  approa ch  t he  wor ld 
cu lt u ra l  cente r.  T he va luable  exper ience the CPC hav i ng accu mulated i n  cu lt u ra l  i n novat ion over  t he pas t  
cent u r y i ncludes:  s t reng then i ng and improv i ng the leader sh ip of  t he pa r t y  i s  t he f u ndament a l  g ua rantee;  
s t i ck i ng  t o  t h e  g u id a n c e  of  t h e  d e ve lo p m e n t a l  M a r x i s m i s  t h e  f u n d a m e n t a l  r e q u i r e m e n t ;  a d h e r i ng  t o  
meet i ng the cu lt u ra l  needs of  t he people  i s  t he basic  va lue or ient a t ion ;  focusi ng on what  i s  bei ng done i s  
t he basic  t h r us t ;  sc ient i f ica l ly  a ssu r i ng the rela t ionsh ip of  cu lt u ra l  i n novat ion with pol i t ics  and economy 
is  t he basic  premise;  and cor rec t ly  i nteg rat i ng "ancient  & moder n and Ch i nese cu lt u re  & fore ig n cu lt u re"  
i s  t he key.
Key words:  CPC; Cu lt u ra l  I n novat ion ;  Pa r t y  Leader sh ip;  Cu lt u ra l  Conf idence;  Cu lt u ra l  Awareness

1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0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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