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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

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逐渐形成、发展和不断

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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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初

步形成

（一）以文化范式转换为核心，制定新的“二为”
方针

“所谓‘文化范式’，是指决定一种文化形态根本

面貌和属性的最核心的命题， 一旦这个核心命题发

生根本性变化，整个文化形态也将随之改变。 ”[1]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保证革命顺利进行，毛泽东确

立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范式，强调文化

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特殊属性， 其正确性已经被

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所证明。但问题在于，当革命已

经取得胜利，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社会主

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心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却

没有及时调整这一文化范式， 甚至还把它发展到极

致，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首先抓住

文化范式转换这一中心环节，校正了“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的文化范式，确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新文化范式，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路线，制定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

“二为”方针，更加凸显了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价值意蕴， 成功完成了由新民

主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双重转型，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辟了新

的方向和道路。

（二）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命题，
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文化观的核心问题，
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

围绕这一核心问题， 提出了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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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的新命题， 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的思

路。 一方面，他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以物质文明建

设，特 别 是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指 出“离 开 了 经 济 建

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的危险。 其他一切任务

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中心， 决不能干扰

它，冲击它。 ”[2-1]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经济建设又不

能代替精神文明建设， 要保持精神文明建设的相

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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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同时，他还说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

内涵和极端重要性，“所谓精神文明， 不但是指教

育、科 学、文 化（这 是 完 全 必 要 的），而 且 是 指 共 产

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法律。 ”[2-3]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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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

不可能胜利。 ”[3]

（三）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世界格局和我国社会结

构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

间的矛盾相互纠结，愈加复杂。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解答“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成为文化发展聚

焦的关键点。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关于 “古今中

西”文 化 论 争 科 学 解 答 的 基 础 上，提 出 了“面 向 现

代 化、面 向 世 界、面 向 未 来”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 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答

案。 他指出，“面向现代化”，就是要以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

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
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基本功能就是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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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

舆论支持作用。 “面向世界”， 就是要以开放的心

态、扬 弃 的 方 法 对 待 外 来 文 化，剔 除 其 糟 粕，吸 收

其精华，并增加“中国经验”的新内容，不断增强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的 活 力、 吸 引 力 和 感 召 力。

“面向未来”， 就是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

断实现创新和发展， 处于不断向前的永恒运动之

中。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本来就是生活，不是

如希腊罗马的哲学家， 同中古时代的神学家所说

似 的，为 一 种 不 变 停 顿 的 东 西；相 反 地，文 化 生 活

乃在永远创新，永远变化的过程当中；文化本身就

是 变 和 动 的 表 现，而 这 个 变 动，就 是 生 活 进 行，就

是进化。 ”[4]由此观之，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文化的

生命力之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保持长

青，必须直面未来，不断实现创新和发展。

（四）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结构体系中的

指导地位， 反对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

化、西化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结构都是内含多重思想的统一

体， 但在这个统一体中也必然有一种思想占据主

导，起着根本的导向作用，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

文化的性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

中， 邓小平一再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始终坚守社会主义方向，他说：“不继续提文艺

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是，这当然不是说

文艺可以脱离政治。 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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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他要求一定“要划清社会主义同

封建主义的界限， 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

反 社 会 主 义，也 决 不 允 许 用‘四 人 帮’所 宣 扬 的 那

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 ”[2-5]同时，他还强调：

“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
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

级思想的批判， 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

批判……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6]

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问题意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发

展和成熟

（一）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命

题，进一步转换文化范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伴随着知识经济和新科

技革命浪潮， 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愈加凸显，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在这样的

时代语境下，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

把握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潮流， 进一步转换文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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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

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把文化作为其整体布局的一

个独立的重要方面，从国家战略高度层面肯定了文

化的重要地位，并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

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命题，从凝聚力、激励力和综

合国力向度，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新内涵、新特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

了新方向。

（二）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命

题，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纪念建党 70 周年讲话中， 江泽民首次提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命题，接着在十五

大报告中，详细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

内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

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是一致的。 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 精神

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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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这一新阐释，既坚持了毛泽东

关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基本理论，又充分吸

纳了邓小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
是对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和邓

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

想的有机整合，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全

新内涵。

（三）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的新命题，以特殊的方式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观

江 泽 民 在 党 成 立 80 周 年 大 会 上 指 出：“坚 持

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

个政党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帜。 ” [6]在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 党创造性地

把文化建设与党的立党、 执政有机统一起来。 同

时， 在实践层面还对如何开展先进文化建设进行

了 艰 辛 探 索，形 成 了 许 多 具 有“中 国 特 色”的 原 则

和经验， 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不仅是党文化意

识的理性自觉、文化发展使命感增强的重要表征，
更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认

识的深化。

（四）在应对“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中，强调反

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

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剧，
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

国的文化冲突与矛盾更加凸显出来，“古今中西”问

题再一次成为文化争论的焦点， 江泽民在继承前人

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质，提出了“反对民族虚

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新思想，继续对这一问题提供

新的解答， 他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

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 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

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

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 推陈出新， 使它不断发扬光

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发扬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
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 不允许

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 ”[7]这一解答对弘扬中

华文化， 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不可低估的

价值和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逐

步完善

（一）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命题

新世纪新阶段， 文化业已成为社会的核心要

素，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是转变发展方

式、调整结构的关键点，新兴文化产业更是成为各

国竞争的核心领域。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以胡锦

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命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问题进行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深入推

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

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

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一判断表明，党已充分认识到

文化与经济、 政治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发展趋势，对

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予以了深刻体

认，这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性

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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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命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本质体现， 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

定，引领和主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

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可以避免文化发

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而且更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文化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其基本要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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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 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

尚，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

会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下的多样化

文化建设方针，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这些方针

政策反映了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其他思潮的

关系认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为文化的健康发展提

供了思想保证。

（三）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新

命题

新世纪新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破解

了发展中的难题， 中国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地区认同。 但社会转型与“时空压缩”也引发了

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矛盾， 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的

“失和”上，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具体表

征为：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结构重组，贫富分化和

社 会 不 公，影 响 人 与 社 会、人 与 人 关 系 的 和 谐；对

自然资源过度开采和环境污染， 造成了人与自然

关系紧张，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为了在文化价

值 层 面 解 决“失 和”难 题，以 胡 锦 涛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共产党人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出了“建设

和 谐 文 化，弘 扬 中 华 文 化”的 新 命 题，为 解 决 社 会

层面的“失和”难题提供了精神文化的支撑。 可见，
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思想， 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更是立足于破解当代中国发

展难题的文化实践，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 “古今中

西”文化论争的科学的解答，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视阈。

四、 几点启示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形成、 发展的

历史过程，可以窥见，党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 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和回

答，是推进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和基本经验，给

予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其一，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

克思主义观， 是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前提。 其

二， 根据国情和时代特质调整并确立正确的文化范

式，但绝不能迷失自己的方向。 其三，正确认识文化

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核心

问题。 其四，正确应对和解答“古今中外”的文化论

争， 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和发展

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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