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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的考察 *

王志强 王 跃

[摘 要]培育和践行共同的社会价值观是增强社会内在凝聚力、保障社会系统良好运转、提高社会成员素质

的重要途径。 大众文艺对社会价值观培育具有形式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思想内容能够对人们的价值观

进行教育和引导等独特优势。 基于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 这

一历史实践不仅在当时对国内和国际社会都产生了积极效果和影响，也可为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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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共同的社会价值观是增强社会内在凝

聚力、提高社会成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提出，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润物细无声， 运用各类文化形

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

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 什么是假恶丑，

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1]新

中国成立初期， 为扭转新旧社会转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内

造成的复杂状况，打破旧的价值理念，重塑新的社会价值

观， 我们党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重塑

社会价值观，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我们

党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的实践， 可为新时期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

一、大众文艺：社会价值观培育

的重要手段

区别于个体价值观和群体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是

社会大多数民众所信奉的价值观，其内容涵盖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各领域。 [2](p.134)社会价值观可分为三个层

次：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精神和道德风尚。 政治意识形

态是 “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信

念系统”，[3]是社会价值观的基础层次；社会精神是整个

社会所体现出的精神面貌， 是推动社会系统正常运行

与发展的内在非物质性因素； 道德风尚是指在一定时

期内某种比较稳定的社会道德状况， 其对社会的稳定

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这三个层次作为一个整体，共同

构成社会价值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培育社会价值观，

也需要着重从这三个层面开展工作。

社会价值观的培育路径和方法不是单一的， 而是

多种多样的。 大众文艺对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具有独特

优势：一方面，大众文艺在形式上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

见。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1]培育新社会价值观

的过程， 就是使新社会价值观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各种形式逐渐融入人民群众生活世界， 让人们对其

进行感知和领悟，进而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

动的过程。 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

艺本身具有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特性。 如被毛泽东

称为 “全国老百姓老老少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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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①的年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人们的 广 泛 喜

爱。 据不完全统计，仅 1951 年，新年画发行总数就达到

1500 余万份。[4]我国著名画家王树村在回忆当时年画销

售的火爆场景时写道：“每逢腊月， 各地的新华书店都

腾出最大的店堂， 或高搭席蓬做年画销售……来买画

的顾客拥挤不堪， 每人至多买几十张至少也要买近十

张。 ”[5](p.480)可以看到，作为民间传统文艺形式，年画等受

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和喜爱。

另一方面， 大众文艺的思想内容能够对人们的价

值观进行教育和引导。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体。 大众文艺除拥有广受群众喜爱的外部表现形式

外，它还包含着具有丰富内涵与意蕴的思想内容。 大众

文艺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容也是它能够获得群众广泛

喜爱的基础和前提。 最重要的是，一般来说，大众文艺

的思想内容是通过塑造不同人物形象来 演 绎 “善”与

“恶”、“美”与“丑”、“真”与“假”等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

来实现的。 这一方式不仅有助于将“善”与“恶”、“美”与

“丑”、“真”与“假”等抽象的价值观念以生动化、具体化

的艺术形象展示给人民群众，使其容易被群众接受；而

且还可通过不同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来引导人民群众

自觉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 即是说，大众文艺的思想内

容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 大众文艺本身

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在被人民群众欣赏的过

程中不断向人们传递，从而产生教育和引导作用。 正因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也运用年画、戏剧和群众

歌曲等大众文艺形式开展宣传动员等活动。

综上， 大众文艺本身具有表现形式为社会大众所

喜闻乐见、 思想内容能够对人们的价值观进行教育和

引导等独特优势， 从而可为培育社会价值观起到促进

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大众文艺

重塑社会价值观的历史实践

由 于 社 会 性 质 和 制 度 变 迁 及 其 对 社 会 各 阶 级 利

益造成不同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价值观领

域呈现纷乱复杂、多元并存的局面。 从政治意识形态层

面看， 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

拥护；同时，社会上也有部分资本家、地主等少 数 人 对

党的执政能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抱有疑虑或敌视的情

绪。 从社会精神层面看，尽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等腐朽生活方式的根基被铲除了， 但由于

历史原因，社会上各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社会观念和

价值取向依然存在。 从道德风尚层面看，随着人民政权

的巩固和社会重建， 新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在群众中

得到不断生长；但旧的道德在社会中依然存在，个别干

部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丢弃了大公无私、 为人民服务的

优良传统，滋长了不良作风。 社会价值观领域多元并存

的局面， 势必会对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重建产生消

极影响。 基于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进行了探索和

努力。 其中，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就是重要途

径之一。

近年来， 学界已有人对新中国 成 立 初 期 年 画、戏

曲、 电影等大众文艺形式与社会价值观重塑相关的问

题进行研究，②但从宏观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文

艺与社会价值观重塑的关系研究则付之阙如。 从宏观

上探讨大众文艺与社会价值观重塑的内在关系， 有利

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并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借鉴和经验。 需要说明的是，受人民

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和大众传播方式等因 素 限 制，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人 们 喜 闻 乐 见 的 大 众 文 艺 形 式 十 分 有

限，主要包括年画、戏曲、电影、群众歌曲等。 笔者主要

以这四种文艺形式为中心来考察。

（一）构建新政治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许多大众文艺作品积极宣

传和歌颂党、 新生的人民政权及其路线、 方针和政策

等，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 这为人民群众增强对党和

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 推动新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发

挥了促进作用。

第一，增强对党的领导和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 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新

生人民政权的认同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建设新社会

的需要，也是新政治意识形态构建的首要任务。 在党的

领导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大众文艺通过多种形式

积极宣传和歌颂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 以增强人民群

众对党的领导和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 首先，歌颂党的

领导。 如《毛主席和农民谈话》、《把我们的生产情况告

诉毛主席》 等年画作品通过描绘毛泽东谦和亲民的形

象与翻身人民对毛泽东和党的感激场面， 形象地展示

①转引自陈泊萍：《蔡若虹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5 页。
②相关研究成果有：黎敏：《作为新意识形态符号表达媒介的新年画探析———以建国初的新年画为例》，《江淮论坛》2011 年第 1

期； 徐锐：《建国初期旧剧改革的内容整合和意识形态阐释》，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 颜纯钧：《社会的国家化进
程———建国之初的电影传播》，《现代传媒》2010 年第 10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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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积极生产、 喜获丰收的

生活状态， 也显示出党与广大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亲

密关系。 其次，歌颂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如新中国成立

初期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曾获 1951 年第六届国际电

影节和平奖的电影《钢铁战士》，以解放 战 争 时 期 张 志

坚、老王和小刘三位战士被俘后虽被严刑拷打，但坚强

不屈的事迹， 生动地塑造了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忠诚勇敢、钢筋铁骨般意志的英雄形象。 [6](p.480)最后，歌

颂新生的人民政权。 如群众歌曲《歌唱祖国》唱道：“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英雄的人民站

起来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 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和“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 们 的 前 途 万 丈 光 芒”。 这

些 歌 词 以 朴 素 的 语 言 描 绘 了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对 于 建 立

新中国的喜悦，表达了对新生人民政权 的 充 分 认 同 和

对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决心。 通过欣赏这些文艺作

品，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新生人民政 权 的 认 同 得 到

显著增强。

第二，增强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

党和国家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是人民行动的方向

和准绳。 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路线、 方针和政策的认

知、认同状况，直接影响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的推

进。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文艺工作者积极配合

各阶段的政治任务，创作出大量宣传党和国家路线、方

针和政策的作品。 土地改革时期，为了向广大农民宣传

土地改革的政策、激励农民勇敢分田地、努力生产，《清

算图》、《领地照》、《春耕图》 等年画刻画了劳苦农民分

得土地且积极劳动的场景， 形象地展示了我们党的土

地政策，激励农民努力生产。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为推

进“三大改造”顺利进行，电影纪录片《万象更新》以真

实可信的银幕形象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展现了社会

主义改造的过程及其给国家、 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的

巨大变化。 这部影片对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评价社会

主义改造、 增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政策的认同

产生了很大影响。 抗美援朝时期，为宣传抗美援朝，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

乡”为歌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和《当祖国需要的

时候》、《抗美援朝进行曲》等一大批群众歌曲在大江南

北传唱， 使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抗美援朝对民族安危

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运用大众文艺将抽象的党和国

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艺术化、具体化、生动化，通过具

体人物形象和可视化影像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不仅使

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以更加迅速而有效的传

播，同时也使人民群众对其有了深刻的认识、理解和评

价，为增强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发挥积极

作用。

第三，增强对新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国族认同。

国族认同是诸族群成员对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认

同，“是在那个民族的人们认同他们的国家时形成的”。
[7]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全社会范 围

内树立起对新中国的国族认同， 成为巩固新生的人民

政权和发展新社会的重要条件， 也成为新政治意识形

态构建的内在要求。 在此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

文艺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新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的意义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原则和制度，以增强全

国各族人民对新中国的国族认同。 一方面，大众文艺积

极宣传新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价值意蕴。 如

年画作品《古长城外》表现了一名牧羊人在历来兵荒马

乱的长城边悠闲放牧的和平生活景象， 形象地展示了

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给各族人民带来的新生

活。 另一方面，大众文艺积极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原则和制度。 如年画作品《中国

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描绘了毛泽东和全国各族人民代

表在一起欢歌笑语的场面， 形象生动地展示出中国共

产党和新中国所坚持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 通

过欣赏这些广泛存在于人民群众生活中的 文 艺 作 品，

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方式， 深刻地认识到

新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和新中国的

民族原则、制度和政策的优越性，从而增强对新中国的

拥护和支持。

（二）形成新社会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 大众文艺配合党和国家相关方

针、政策，积极倡导新生活方式、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

为新社会精神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倡导健康向上、清洁卫生等新生活方式。

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是社会精 神 的 集 中 体 现，塑

造新生活方式是形成新社会精神的重要方面。 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国家通过多种途径，逐渐消除了旧社会的

“黄赌毒”现象，开始倡导新的生活方式。 在此背景下，

我国很多大众文艺作品也积极倡导健康向上、 清洁卫

生的新生活方式。 一方面，大众文艺倡导群众积极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大众知识文

化水平较低， 在全社会范围内塑造一个倡导积极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氛围， 不仅是社会发

展的需要，也成为塑造新社会精神的需要。 因此，我国

大众文艺积极倡导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生活方式。 例

如，《妈妈教我学绣花 我教妈妈学文化》借鉴传统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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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母子图”样式，以“妈妈教女儿绣花”和“女儿教妈妈

识字、学文化”两幅画面为主要内容，展现了人们将“学

文化”作为一种积极的追求和潮流，展现了学习科学知

识、提高文化水平的生活状态和心态。 另一方面，大众

文艺积极倡导清洁卫生的生活方式。 由于长期战乱，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鼠疫、天花、霍乱、血吸虫病 等 疫 病

流行，卫生防疫状况面临巨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在全

社会倡导清洁卫生的生活方式成为现实需要， 也成为

新社会精神的重要内容。 因此，我国大众文艺积极倡导

清洁卫生的新生活方式。 如年画《五子爱清洁》，以五个

可爱的孩童围着水盆清洁身体的画面宣传人民群众注

意个人卫生、预防疾病，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类

似的作品还有年画《讲卫生》和科教电影《农村 卫 生》、

《预防传染病》等。 以上这些大众文艺作品，通过形象生

动的具体形象向广大人民群众倡导健康向上、 清洁卫

生的新生活方式，逐渐消除了“黄赌毒”等不健 康 的 生

活方式，促进了新生活方式的形成。

第二，倡导男女平等、互帮互助等新社会观念。

倡 导 新 社 会 观 念 是 建 设 新 社 会 所 必 需 的 精 神 力

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破除传统的社会观念，在全社会

广泛培育新社会观念， 不仅是推进社会改造和建设的

需要，也是形成新社会精神的重要任务。 因此，新中国

成立初期，我国很多大众文艺作品积极倡导男女平等、

互帮互助的新社会观念。 一方面， 大众文艺积极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男女平等、婚姻自 由 的 新

社会观念。 如年画《新娘子讲话》描绘了一幅在旧社会

没 有 地 位 的 女 子———新 娘 在 婚 礼 现 场 勇 敢 讲 话 的 画

面，表现新中国妇女摆脱千百年来的封建束缚、逐渐受

到尊重、地位得以提升的新景象。 另一方面，大众文艺

积极倡导互帮互助的观念。 如电影《不能走那条路》就

反映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围绕土地买卖风波、杜绝

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等问题，很多人帮助刚刚翻身

的农民张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故事， 在当时产生了

广泛影响。 通过运用大众文艺来倡导男女平等、互帮互

助等新社会观念。 新的、符合新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观

念得以逐渐培育起来。

第三，倡导尊重劳动、努力生产的新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政权、建设新社会的政治

任务需要在全社会广泛树立和培育能够激励人民群众

积极劳动、努力建设新社会的价值观念。 基于此，我国

大众文艺作品积极倡导尊重劳动、 努力生产的新价值

取向。 例如，年画《数他劳动强》展现了几个男青年从田

间劳动归来的路上， 被正在小溪边洗衣服的几位姑娘

看到；姑娘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羞涩地称赞那个走在

最前面的男青年“数他劳动强”，并纷纷表 示 喜 爱 的 一

幅温馨而美丽的画面。 这种心理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

对“劳动强”的人的普遍尊重和喜爱。 又如年画《劳动换

来光荣》描绘了一对刚参加劳模会归来、胸戴大红花的

农村青年夫妇被欢迎的群众簇拥着到家门 口 的 场 景，

反映了新社会对劳动的尊重和人民群众积 极 生 产、争

当模范的热情。 [8]同样倡导尊重劳动、努力生产的还有

《创造新纪录》、《四季生产图》和《赶先进》等年画作品。

运用这些文艺作品进行宣传和倡导，“使人们认识到新

社会的劳动是光荣、高尚、勇敢的事业，使人们正 确 地

对 待 劳 动……克 服 工 人 阶 级 队 伍 中 非 工 人 阶 级 的 思

想”，[9](p.64)从而在全社会广泛树立了倡导尊重劳动、努力

生产的新社会价值取向。

（三）培育新道德风尚

新中国成立初期， 面对巩固新生 的 人 民 政 权、改

造和建设新社会的目标，我国大众文艺积 极 宣 传 社 会

主 义 道 德、社 会 公 德 和 道 德 观 念，推 进 新 道 德 风 尚 的

培育。

第一，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新道德。

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改造和建

设新社会迫切需要在全社会构建起宣传爱 国 主 义、集

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新道德。 基于此，我国大众文艺对倡

导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德进行了广泛的

宣传。 当时，我国制作的电影无一不是紧紧地把握着为

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每部影片都在歌颂工农兵在对敌

斗争中或生产建设中的革命英雄主义、 爱国主义和集

体主义。 例如，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优秀影片《中华女

儿》，以东北抗日联军八个女战士在掩护主力部队转移

后而英勇投江的真实故事为题材， 讴歌了中华民族英

勇 不 屈 的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和 为 大 局 考 虑 的 集 体 主 义 道

德，对人民群众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

德产生了巨大影响。 [10](p.81)又 如，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制 作

的、至今依然广受群众喜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讲述

了北宋时期穆桂英为了国家安危，抛除个人恩怨，挺身

而出、为国挂帅出征的故事，向人民群众深入宣传和弘

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德。 另外，《花木

兰》 等戏剧也通过展示中国古代的女英雄为了保卫国

家而英勇参战的故事来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 由

于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大众文艺作品所宣传的

社会主义新道德成为激励人民群众的重要精神力量。

第二，宣传以“五爱”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是维系社会公共生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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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重要指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大众文艺积极

宣传新社会公德，不断对人民群众进行“五爱”社 会 公

德的灌输和教育。 例如，京剧《还我台湾》讲述了明朝末

年台湾人民积极支持和帮助民族英雄郑成功反抗荷兰

侵略者、收复台湾的故事，表现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热

爱和维护祖国团结统一的决心。 又如，《中国少年儿童

队队歌》、《红领巾之歌》、《我们快乐地歌唱》 等歌曲以

儿童歌曲形式对新中国的儿童进行“五爱”教育。 再如，

年画《无人售货商店》以一幅人们在无人售货商店自主

购买商品的图画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素质的

提高，同时也向人民群众宣传和倡导新社会公德。 大众

文艺作品以艺术化的方式形象生动地表现以“五爱”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使社会公德由抽象化为具体，对

人民群众广泛培养以“五爱”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公 德、

树立新的行为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宣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新道德观念。

毛泽东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 需要几十年艰苦

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

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11](p.240)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倡导

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新道德观念不仅是重建国家的

现实需要，也是新道德风尚培育的必要条件。 基于此，

大众文艺积极宣传和弘扬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等新道

德观念。 例如，1950 年上映的电影《思想问题》，着重讲

述了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周正华从认为

“干扫除这样的事是工友干的”到认识到“劳动 创 造 人

类的真理”，并主动要求“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思想改

造过程，以宣传和倡导积极生产、艰苦奋斗的新道德观

念。 又如，年画《高高兴兴下农村》和《妇女生产突击连》

分 别 描 绘 了 多 名 城 镇 妇 女 自 愿 来 到 农 村 参 加 农 业 劳

动，以及一群开着拖拉机、扛着农具的妇女积极参加农

业劳动的画面，以鼓励翻身解放的中国妇女艰苦奋斗、

积极生产。 这些大众文艺作品通过具体而生动的劳动

人民形象，表现了在新社会坚持艰苦朴素、积极劳动的

价值和意义， 极大地消除了旧社会好逸恶劳等非无产

阶级思想，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弘扬了艰苦奋斗、勤 俭

节约等新道德观念。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大众文艺

重塑社会价值观的成效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 面对国内社会价值观领域纷乱

复杂的局面， 我们党积极运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

观，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这一实践可为新时期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历史参考和借鉴。

（一）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的

历史实践，深刻改变了我国社会价值观领域复杂、多元

和混乱的面貌， 使全社会在较短时间内广泛培育起新

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精神和道德风尚，这不仅对我国

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

对国际社会造成一定影响。

从国内看， 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的历史

实践，有效地实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精神和道德风

尚等层面的重塑， 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建设夯实

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中国共产党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得

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通过运用大众文艺对

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和引导， 全国各族人民对党和新生

的人民政权产生高度认同。 其次，社会风貌焕然一新。

随着党和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改造和治理，旧社会的“黄

赌毒”等现象逐渐被消除。 同时，通过利用大众文艺来

倡导新的生活方式，人民群众广泛树立了健康向上、清

洁卫生的新生活方式，男女平等、互帮互助的新社会观

念和尊重劳动、努力生产的新价值取向。 如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的理念在全国各地得到认同和贯彻。 再次，旧

的社会道德受到涤荡，新社会风尚逐渐形成。 新中国成

立后， 中国共产党运用大众文艺广泛宣传和倡导新社

会道德， 以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

德，以“五爱”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和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等新道德观念在全社会被充分接受与认同。

从国际社会看， 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的

历史实践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 际 影 响 力。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短短的数年内，我国 运 用

大众文艺等多种形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重塑起一套符

合新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价值观， 社会凝聚力空前增

强，党和国家也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这些实践活

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切关注和由衷钦佩。 许多国家，

包括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都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共产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 有效地整合社会意

识，使人民群众普遍树立信心的实践表现出浓厚兴趣，

并开始借鉴和学习我们党的一些做法。 另一方面，新中

国成立初期， 大众文艺充分展现了新中国朝气蓬勃、蒸

蒸日上的新面貌和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这不

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了宣

传教育。 以电影为例，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世界有

50 多个国家放映了中国的电影。自 1950 年起，中国电影

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甚至“许多来我国参加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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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会议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代表，返国时都要

求带些中国影片回去，向本国人民进行宣传教育”。 [12]这

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的实

践得到了较好的效果，并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的当代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

显，历史虚无主义、技术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 不 时 影

响着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在此背景下，我

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面临着理论的抽

象性与日常生活的经验性的隔阂、 多样化的价值选择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之间的冲突、 理论的普遍

性与日常生活的情境性的矛盾等多重困境。[13]通过对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利用大众文艺重塑社会价值观的

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理念具体

化、生动化、生活化。

理论的抽象性与日常生活的经验性的隔阂是培育

和践行社会价值观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中国

成立初期，为了重塑社会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 全国各地的大众文艺工作者积极与人民群众相结

合， ①创作出大量反映和体现新社会价 值 观 的 文 艺 作

品，将新社会价值观的抽象理念以具体化、生动化和生

活化的方式展现出来， 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深入理解

和高度认同。 这一实践可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提供借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尽管 它 已 被 浓 缩 为 12 个 词

语，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依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 只有将其抽象的理

念具体化、生动化、生活化，以一种为人民群众 所 喜 爱

的方式展现出来，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其传播效果才

能得到保证，人民群众也才能真正理解和认同。 然而，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 虽然我国各地

积极运用了多种途径和方式，但就目前来看，还未能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理念具体化、生动化、生活

化，而仅停留在对其抽象理念的宣传与倡导上。 尽管一

些地方曾运用“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等 方 式，

以绘画、书法、剪纸、动画等人民群众喜爱的形 式 在 街

头、工地、社区等场域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 其

实质依然是对抽象理念的生硬照搬与宣传， 图画内容

空乏、文字口号化等问题突出，真正能够以具体 化 的、

生动活泼的故事内容来展现核心价值观抽象理念的作

品极少。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我

们应借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做法， 运用人民群众熟悉

的、生活化的场景，借用群众身边的典型个体或群体来

践行和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某个理念， 以通过

一个个的人物形象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抽象理

念的形象化表征。 通过这一方法，使人民群众通过一种

形象直观、 生动活泼的形式感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涵和魅力， 从而加深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理解及认同。

第二，要“研究新时期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特点”，通

过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培育社会价值观。

利益满足是人民群众形成政治 认 同 的 根 本 动 因。

同样， 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也成为培育新社

会价值观的根本途径。 在社会转型与重建时期，利益主

体的多元化导致价值取向的多样化， 多样化的价值选

择和社会价值观认同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就成为培育新

社会价值观需要面对的艰巨挑战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们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特点，通过满

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来培育新社会价值观。 如由于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 年画工作

者 十 分 注 重 研 究 人 民 群 众 对 于 年 画 作 品 的 需 求 和 偏

好，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创作出大量能够满足人民群众

需求的作品。 在印刷和发行上，国家也照顾当时群众的

购买力，年画售价比较低廉。 由于党和国家处处以人民

群众的实际需求为中心，在顶层设计、制度规范和工作

实践中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 从而得到人民

群众的拥护。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一实践过程可为当

前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启示。 当前，我

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剧烈变化以

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 巨 大 影 响，

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也呈现多样化态势。 因此，当

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借鉴与学习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做法，通过“研究新时期人民群众文化

需求特点”，[14] 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

求，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都“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

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15]以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实

际需求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要将党的执政实践与宣传工作相结合，探索

更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培育路径。

理论的普遍性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情境性的矛盾是

培育社会价值观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作为一套理论

①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文化部门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不断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与人民相结合”，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从
人民生活中寻找创作源泉，并创作群众能够看得懂、愿意看、有教育意义的作品。 在此基础上，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大量能够反映新
社会价值观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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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社会价值观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应遵守的价值观

的总体概括，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但人们日常生活中

关 注 较 多 的 是 当 下 发 生 的 或 与 自 己 有 关 的 情 境 性 事

务， 如何正确解决理论的普遍性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情

境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价值观培育的重要问题。 新中

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政权、重建社会，中国共产 党 将 党

的执政实践与宣传工作相结合， 采用多种行之有效的

途径和形式来培育新社会价值观， 较好地解决了理论

的普遍性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情境性之间的矛盾。 一方

面，中国共产党通过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经济、土 地

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执政实践不断教育人

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充分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

工作，除运用广播、杂志、报纸、宣传员和学习活动等传

统宣传方式外， 还积极运用大众文艺等隐性教育方法

来重塑社会价值观。 正是将党的执政实践与宣传工作

相结合这一做法，使党的宗旨、路线、方针和政 策 以 真

实可见的、实实在在的实践成果向人民群众展现出来，

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价值观的重塑。 新中国成立初

期这一实践方法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在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中并未很好地将党的执政实践

与宣传工作相结合，而仅仅只重视宣传工作。 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

入心， 并不能仅仅依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抽象理

念的生硬照搬和口号化宣传。 只有将党的执政实践引

入宣传工作， 让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党的执政实践充

分体现、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关键。 换言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既要注重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示范 引 领、

实践养成，也要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努

力将两者相结合，既在党的执政实践中践行、展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执政实践，使宣传

工作摆脱空话套话，变得言之有物，从而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培育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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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ng ideological publicity in the new situation, Marxism theoretical courses shall continually

enhance it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through that in genres. Efforts shall be made to clarify the issue of “who talks”

by straighte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ourse system in discourse, define “how talks” by changing the discourse style of teaching materials, figure out “what

to talk about” to promote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curriculum, and eliminate the issue of random talk by continually integrating
discourse resources.(Liu Qiang)

The Status Quo, Central Issues and Trends of Domestic Studies on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quo and central issues of domestic studies on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proceeds a visualized analysis on the literature from

1998 to 2005 in CSSCI database with the help of Ucinet. The paper displays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tudies on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nual quantity of article publication, statistics on productive authors, authors’ cooperative network. Meanwhile, it analyzes central issues of

domestic studies on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erms of to quotation network, knowledge graph for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face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domestic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we shall begin with the re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ick to the stance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nhance the macro and micro study of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We shall also deepe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current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drum up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for domestic studies on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related studies in a real sense. (Chen Ya-li)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and the Guidance Status of Marxism: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 -up policy,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have experienced four shifts, namely that of class, interests,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To step out the plight in current political studies, we shall unequivocally stick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theories and its scientific and

problem-targeting orientation.(Cao Feng-qi)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Cultural Confidence: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ommunication and Its Illumination: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symbols for

global governanc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an inevitable intra-state activities.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directly displayed by the means of interest conflicts

in the game of cultural incorporation and competition. Cultural public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d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namely that of

“export surplus”, passive acceptance and “excess of import”. With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informationizaiton, as well as

deepened cultural incorporation and game among nations, cultural exchange demonstrates a unbalanced pattern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It has been

suggested by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reality that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s in nature to achieve the common aspiration people while national

recognition lies in cultural confidence.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 series of new views and method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put forward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especially the strategy of “One Road One Belt Proposal”,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Moreover, these strategies demonstrates the imag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it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tate soft power.(Wan Xin-ro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Diplomatic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A Survey: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entral Committee led by Xi Jinping has accurately analyzed the times and situations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and accordingly points out that China’s diplomatic work in the new age aims at serving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 Dream,

rebuild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figure as a responsible power,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giving great impetus to the general diplomatic

ideolog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n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detailed tactics at three levels enriches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s, demonstrates China’s diplomatic styles of big power,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attainment. (Shi Wei-ping)

On Foreign Modes of Green Development: A Britain Perspective: Today Britain sparkles the global view by its green development and low -carbon

economy. Britain presented a historical mov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rough its development mode of pollution first, management

latter, and low -carbon afterwards. The mode poses a significant less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populous China.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proposed in the Fifth Plenum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ncludes “Green Development” which is supplemented with
“Innovation”, “openness”, and “coordination” methods to attain China’s co-sharing mode of Green Development.(Dong Bi-ro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 Study of the CPC’s Reshaping Social Values via Mass Arts at the Early

Found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common social values is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enhancing internal social cohesion,

safeguarding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social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ocial members. Fostering social values through mass arts boast of its

exclusive advantages such as popular styles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Thanks to its advantages, the CPC vigorously wielded the mass arts to

rebuild social values at the early found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not only poses positive impact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but also provides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and illumination for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new epoch.

(Wang Zhi-qiang and Wang Yue)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CPC’s Anti-Squandering Fight and Its Illumination:Austerity and anti-squandering is a refined tradition in Chin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PC has long been attaching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ti-squandering. A couple of campaigns and fights from 1931 on posed positive

effect on containing squandering, improving and streamlining work style as well as leading social atmosphere. In the new ag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led by Xi Jinping as its General Secretary lays heavy weight on anti-squandering and opens up a new wave of anti-squandering campaign.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the CPC’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anti-squandering carries a positively realistic sense for improving

the CPC’s work style in the new age, connecting the Party with the mas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vilized modern social system in the new age.(Lu Ke-ping and Tang Guo-zhan)

（翻译：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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