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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李家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同时强调要

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事实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坚定文

化自信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极强的内在关联。

一、坚定文化自信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

共同的历史根源和文化渊源

不论是增强文化自信还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都需要有维系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脉，需要有共同

的内在“基因”和薪火传承的共同精神血脉，即共同

的历史根源和文化渊源。中国是文明古国，在五千

多年的沧桑岁月中，中华民族通过不懈奋斗培育了

自强厚德的民族精神，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文

化渊源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不仅包括诸子百家、老庄

孔孟思想，也包括中国语言文字和书画、陶瓷、建筑

等艺术成就，更包括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这些为人

处世的传统道德准则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用兵之

道。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不仅彰显中

国古代不同时期雄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对自身文

化发展的自信力，也是其他国家和民族接纳、认同、

敬重中国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坚定的文化自信和

强大的文化软实力造就了中国古代的辉煌历史和灿

烂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源自于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

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昂扬向上

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凝聚和升华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也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成为激励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可以说，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优秀传

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不仅使我们拥有了坚定文化自信的深

厚基础和坚强基石，也成为培育和提升中国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资源和载体。

二、坚定文化自信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

共同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

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全方

位的、开创性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进展也非

常显著。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取得的

这些成就使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

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

固。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我国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的大幅跃

升，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全

国各族人民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

信念。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景光明，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信心，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强大的硬实力支

撑，也是我们今天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背景和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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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定文化自信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

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和需要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

一是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所呈现出的一些

人理想信念动摇、诚信缺失、行为失范、精神空虚、价

值观扭曲等现象，说明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整个

社会的文明水平尚需提高。二是作为文化和社会精

神财富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

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对金钱和权力的过度追求

和趋附而表现出的对文化知识失去认同和对自身主

体地位的迷失，这也是今天我国十分重视人才培养

和文化科技创新而文化精品力作没有大批涌现和文

化大师级人物没有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

我们在强调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

种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术数和“命学”回归，呈现

出文化“巫术化”现象。四是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还不尽如人意，文化事业还有许多

有待补齐的短板，文化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还相对较

低，在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方面的地位还很尴尬。五是

我国文化走出去缺乏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文化

知识产品，缺少中国文化创新的元素。正是因为当前

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所以有些人对我国文化发展表现出缺少底气、不够自

信，有的甚至蔑视中国文化传统、丑化民族文化，而对

西方文化推崇备至，言必称美国、用西方理论削足适

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在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我们虽然解决了挨打、

挨饿的问题，但“挨骂”的问题却始终未得到根本解

决。上述矛盾和问题是文化自信和国家文化软实力

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

题，最终还是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

断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文化自

信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

四、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相互促进、互为

表里

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相互促进、互为表

里。一方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离不开文化自

信。文化自信不仅表现为对自己文化的尊崇和自豪

感，也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的勇气和魄

力，更表现为对文化发展繁荣前景的使命感和自信

心。因此，文化自信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

在精神动力和信心来源。当前，中国之所以能有效

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其根本原因在于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于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的

统一意志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更在于刻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不

畏任何艰难险阻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自信，这与美国在

疫情面前表现出的混乱举措和政客们的甩锅推责形

成鲜明对比。经过这次疫情的洗礼，中国人民会更加

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为提升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最为现实的精神动力和信心来源。

另一方面，文化自信也离不开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不断提升。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

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条件；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因此，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不断提升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和精神支

撑，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要素和有力支撑；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能彰显国民的文化自信，也是

进一步增强其文化自信的重要保障。

坚定文化自信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

密切的相互关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

中，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在提升国家制度软实力的同时，以坚定文化自信助

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快速提升。这不仅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引领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要在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中弘扬和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彰显和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不仅要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不断推

动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要在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

作者简介：李家祥，许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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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原标题《试论坚定文化自信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

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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