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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然性
及实现路径

◇金民卿

一、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特定内涵不能泛化

文化是活动、符号、意义的统一体，其深层内涵

是人类所赋予的意义，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对文化

意义的自信。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人类

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创造的被赋予一定意义的符

号，这些文化符号与人类生存实践休戚相关。进一

步说，文化在本质上作为意义而存在，这种文化意义

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认知、生命价值的体验、生

命理想的追求等，文化意义是人所赋予的，人是文化

意义的真正生成者、赋予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因

此，文化自信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一种文化意义的自

信，对人类自身生存状况、对自身生命体验的自信。

中国文化自信就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意义和价值的

充分肯定，拥有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自信，而不是泛指对当代中国一切文化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文化自信时，前面有一个决不能

省略或忽视的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便是

在一些论述中没有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定

语，也是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内谈

的。这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化自信，并

不是一般性的文化自信，而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制度

内涵和时代特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

信。正是这种特定的制度内涵和时代特征，揭示了

当代中国人的自身生存状况、生命体验和价值理想，

规定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特殊本质和特定意义。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些人在

谈到文化自信时，往往忽略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

特殊规定性，将特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泛化为一般的文化自信。例如，有人对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缺乏准确把握，提出“全

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一些媒体甚至把这个

口号作为标题大加传播，声称这是文化自信的重要

路径。这其实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我们且不认为

是有意的误读）。毋庸置疑，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积累

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良莠并存，只能取其精华，去其

槽粕，决不可能“全面复兴”。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

楚，就很容易陷入“以儒代马”“儒化中国”的思想误

区，甚至被某种政治化学术所遮蔽。

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近代以

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必然

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民族日益遭受西方列强的

殖民侵略，中国从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泱泱大国逐步

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深渊。鸦片战争爆

发之际，魏源、龚自珍等提出“以夷制夷”的方略，设

法在维护天朝帝国政治生命的同时，延续和复兴中

华民族之文脉。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试图把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与西方基督教所倡导

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结合起来，创造一个人

间的“太平天国”。曾国藩等人正是打着维护“名教”

的旗号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试图将西方的坚

船利炮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以开展洋

务运动来实现“中兴”大业。康有为试图把公羊学的

政治理念同西方近代的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

结合起来，实现政治和文化上的维新。辛亥革命以

后，孙中山等试图将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引进中国，

但是并没有完成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改

变，传统文化也以其顽强的意识形态力量对硬性植

入中国的政治体制加以抵制。这一切无情地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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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实：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政治复兴

和文化再生都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和张勋发动的两次复辟

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其背后的封建主义文化意识

形态，进一步显示出在民族危难之际不仅不能发挥

动员民众进行救亡图存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阻碍

历史发展的文化力量。为此，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

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彻底绝望，断然放弃民族文化

复兴的自信和希望，公开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转向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这种文化思潮的核心理

念就是，凡是西方的就是新的、好的、有用的，都可以

拿过来取代中国文化并用以指导与改造中国。

“全盘西化”思潮出现之后，在中国文化史上形

成了两种发展方向的运动，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

结果，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个发展方向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多

种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进入

中国。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先

进知识分子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来改造

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

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人历经磨难之后实现了理论和文化上的觉醒：

“全盘西化论”不可能成功，全盘照搬国外经验和马

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也不可能成功，必须把

马克思主义同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

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担当起中

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把它同马克思主义

进行创造性地结合。经过长期努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

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在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

结合中实现了创新性发展，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存

在形态。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取得了成功，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也逐步展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更加丰富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进一步获得了新的活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发展的这个方向，不

仅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颓势，而且从根本上

改变了全盘西化的思路，实现了外来先进文化和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这一中国文化的新形态。这种新型中国文化的

价值和生命力，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本基础

和内涵。

第二个发展方向是继续沿着全盘西化的路子往

前走，逐步陷入“文化自卑论”。即凡是外来的文化

都是优秀的，不加区分一概接受；凡是中国的文化都

是落后的，不加区分一概否定。然而，在全面否定和

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他们却并没有接受国外

最先进的文化，而把一些不适合中国的，在西方也属

于落后甚至反动的文化引进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

并不断实现中国文化新生之后，奉外来文化为圭臬

的文化思维和评价标准，演化为“崇洋媚外”的文化

观，形形色色的现代全盘西化论形态出现在当代中

国文化领域。一方面，试图以西方文化为导向引领

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为标准

来评判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制

度、发展实践和文化创造。在这样的标准之下，中国

就成为一个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因为无论历史文

化还是当代制度建构及发展实践，中国都有自身的

发展特点和实践逻辑，不可能符合西方的方向要求

和标准规范。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时

候，这种崇洋媚外的文化观，依然以西方的文化和理

论标准来审视中国现实，从指导思想、道路选择、发

展模式、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文化建构等不同角度，

对当代中国或历史的中国找茬甚至横加指责，试图

全盘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当前中国

文化领域中存在的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新自

由主义、西方宪政论等思潮就是如此，这些思潮对于

当代中国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严重阻碍力量。

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就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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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实际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结合，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坚信这种文化的价值和

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抵制和反对形形色

色的全盘西化论。一个抛弃或者背叛自己文化信仰

的民族和政党，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

演一场历史悲剧。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原因。

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

思想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强调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自信，不仅是文化发展的逻辑使然，更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需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领导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开拓前进。以

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

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在总结以往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大规

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成就，奠定了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

行了许多具有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取得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历史成就，党和国

家的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习近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了新的任务，而文化在新任

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了

全面阐述，这就是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

也推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

出更大贡献。这些重大任务中包含着不可或缺的文

化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离开了文化的繁荣就难以

称得上是新的伟大胜利，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

能说是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很大程

度上意味着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

感召力，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作出重大贡

献，就是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

主要矛盾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人们基本的物

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

生活需要变得更加广泛和强烈，对于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也

就是说，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主要内容。另一

方面，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显著提高，经

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再讲生产落后显然已经

不符合实际。但在一些领域却存在短板和不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再停留

在一般性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更高层次的物质文

化需要，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

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

社会的全面进步。

新的时代，新的任务，新的要求，赋予了新的使

命，这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要

肩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要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这个伟大梦想，绝不是一件

轻轻松松的事情，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付出更为艰辛

的努力，这就要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将全体中华儿女

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中国力量，汇聚成为实现伟大

梦想的强大合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激

励全党全国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所在。为

此，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全体

人民的文化自信。

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现路

径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历史和

现实的必要性，但是这种必要性并不会自动转化成

现实性的存在。要使必要的、应然的文化自信转化

为现实的、实然的文化自信，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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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中，坚定文化指导思想、文化判断标准、文化

发展方法、文化创新成果上的自信，至关重要。

第一，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坚

持文化指导思想上的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反对和批判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思

想，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第一要

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指导思想是灵魂，

它决定了文化的性质、方向和生命力，这个灵魂就是

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志，判断文化自信是否坚定的

首要标准在于我们是不是敢于承认、能不能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反对教条主

义，又要反对修正主义，坚决抵制把马克思主义碎片

化、庸俗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整体性。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自信，就意味着

必须反对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政治大

是大非面前，要做敢于亮剑、敢于发声的战士，而不

是爱惜羽毛的绅士。当今时代是不同社会制度并存

的时代，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斗

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党和国家一直在强

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依

然存在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观点。

一些人力图用各种各样的“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

义，一些人把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视为至上标准，

非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特别是历史虚无主

义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革命

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虚无化、污名化，用极端

形式污蔑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污蔑和攻击革命

烈士和道德模范。对于这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错

误思想，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理论定力，

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批判，敢于并善于进行理论

斗争，这是坚定指导思想自信的重要内容。

第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坚

持文化标准上的自信，这就是要打破文化标准的照

搬和依赖，建立自主性的文化标准，并坚信自身标准

的解释力和合理性。中国文化不是没有自己的标准

和话语，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积累了一

整套独特的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仁、义、礼、智、信

等概念已经凝结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智

慧，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具有强大的文化

生命力和理论解释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程中，中国人又创造了一系列既具有民族特色又

具有深度解释力的理论话语，如实事求是、群众路

线、解放思想、人民民主专政等，这些概念是我们判

断理论是否正确、文化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也就

是说，我们早已有了自己的文化标准，关键是我们是

否能够并敢于坚持这些标准，这是判断文化自信程

度的重要标志。

在当代中国，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作为标准来

解释中国现实很重要，这是文化标准权的大问题。

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思想

文化领域存在严重的标准依赖和话语照搬等问题。

一些学者、学术机构、文化传媒，陷入对“洋教条”的

膜拜当中，甘愿成为西方话语的俘虏，把西方的学术

话语、文化概念平移到国内，大力推广并奉为圭臬，

似乎只有坚持这种外来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才是

真正的学术，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或本土性话语则是

“缺乏时代感”，是所谓“传统保守”。这不仅严重缺

乏文化自信，甚至沦为“洋奴文化”或西方意识形态

渗透的“同谋者”的境地。

长时间的标准依赖和话语照搬造成了严重后

果，即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理论和概念术语日益陌

生，而那些敢于坚持这些理论和话语的学者竟然成

为被围攻的对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

信，就必须要继承和弘扬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和理

论话语，用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解释中国实践、讲好中

国故事。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

代之后，我们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化标准和话语

体系，彻底打破对标准和话语的依赖，真正做到政治

上坚定和理论上自主，绝不搞依附发展和模式崇拜，

不能做外在标准的被动接受者，而要做规则的主动

制定者和引领者。这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自信的应有之义。

第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坚

持发展方法上的自信，就是要贯彻融通创新的文化

发展方法，实现多种文化资源的差异融合、创新发

展，实现新时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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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化自信，要有方法论上的自信。2016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

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

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

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这就是说，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将不

同的文化进行融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

春秋战国时期，先是儒、道、墨、法等相互交融，经过

百家争鸣，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两

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拉开了儒、释、道三家交锋的

序幕。经过数百年的冲突与融合，隋唐时期佛教中

国化基本完成，完全成为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以儒学

为主、三教并存的中国文化基本格局。宋明理学的

产生及其发展，实现了儒、释、道的融汇贯通。马克

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接受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形成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当前，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就要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行之

有效的、体现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融通与创新的方

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是古往今来各种

思想文化等融通生成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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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铸于

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

在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

中，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要把握

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成果

三方面的重要资源，既要向内看又要向外看，既要向

前看又要向后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具

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特点、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当

代中国文化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坚

持文化成果上的自信，就是要坚信中国人自己创造

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思想

文化成果，用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当代中国

的发展实践。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自己的发展实践

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不仅对中

华民族而且对全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

要理直气壮地传承和弘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

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创造性地有机结合，

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

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引领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必须

牢牢坚持并发扬光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中，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习

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

烈的责任担当和超凡的理论智慧，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

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紧

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

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经过艰辛的探索，以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核心问题，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重大基本问题作出系统阐述，创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治国

理政新境界、管党治党新境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最核心、最关

键的就是要坚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全党全国人民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

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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