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社科文摘62021

政 治 ZHENGZHI

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三重逻辑
◇周海涛

一、理论逻辑：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中国化

在理论表述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关于文化

概念、文化本质、文化发展规律的直接性表述。但马

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认知却远远超越了文化本身，

从考察人的本质和社会活动、文化和社会历史运行

之间的关系入手，把文化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唯物史观的宏大视角阐释了文化的源

与流、变与常、体与用等关系，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

化理论建设的方法论基础。概括而言，它主要包括

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是

文化观念产生的根据和源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

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

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二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

巨大的能动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

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论述物质武器

和精神武器的关系，从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的

角度来确定文化的本质和价值，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品格，是人类文化理论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根

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革命性和其所坚持

的无产阶级立场满足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救亡图

存、反对压迫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了

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体现在文化上，便是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文化的立场是反帝反封建性质。二是文化

的特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是文化的主体

是人民群众。四是文化的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五是文化的总目标是服务于革命实践的。新民

主主义文化理论，为此后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发

展、完善和成熟确立了总体框架和根本方向，其中蕴

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直到目前依然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根本遵循。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建

设“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目标。根

据我国经济社会基础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文化功

能依然更多地体现在动员群众、凝聚人心等方面。

这对于破除旧的上层建筑、普及社会主义文化观、形

成社会主义新风尚，具有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

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在继

承毛泽东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创

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从应然和实然

两个维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

内涵。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

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除了

体现为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还表现在其文化、科学技

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优越、更先进。在

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坚持社会主

义文化先进方向，胡锦涛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中国化，以文化自信为目标引领，以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和党的领导为政治遵循，以人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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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价值追求，以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为

文化使命，继续深化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理论。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根铸魂。其次，大力弘扬革

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发扬斗争精神，筑牢中国共

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再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我们党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英雄精

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明

程度，大大彰显了中国精神、凝聚了中国力量。

二、历史逻辑：在时代发展中彰显战斗力、生产

力、软实力

在界定文化与社会结构和经济社会的关系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要地、也是一贯地坚持社会

存在和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和制约作用。这也是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史观最本质的区别。中

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历史逻辑，不仅根植于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

践，而且在时代发展中彰显出不同的时代功能。

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在民族危机和

文化危机双重倒逼下自醒、自立的结果。在此之前，

由于对“器不如人”“制不如人”的接连反思，一些有

识之士进而对“文化不如人”进行深刻反省，“提倡西

学、反对中学”一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以陈独秀、

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地、理性地重新

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得失。李大钊指

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

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

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这里的“第三新文明”指的

就是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

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正是基于对中

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双重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进

行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首先是一种战斗

力。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文化是“唤起工农

千百万”的精神武器，是匕首、投枪。我们党把宣传

文化工作视为“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坚持把“我们

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有力地配合

了党的政治路线。在相继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

论越发彰显其先进性、生命力、自信心。正如毛泽东

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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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

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可以说，中国共

产党人正是靠着“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打倒

了敌人，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执

政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推翻了“三座大山”，但我

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加之一些国际敌

对势力对红色中国的敌视，要想巩固新生的社会主

义政权，就必须继续发挥文化的战斗力功能。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在不同

历史阶段的文化实践有所偏重，但始终注重发挥文

化凝聚力量、鼓舞人心、改造思想的战斗力功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逐

步形成，文化作为生产力、软实力的功能逐步得到

彰显。

文化作为软实力发挥作用，是随之发挥生产力

功能逐步展开的。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文化软实

力”被正式明确提出，标志着我们党越来越重视文化

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发挥“文化软实力”在治国理政

中的功能。一是以理想信念为根本，党内政治文化

建设焕然一新。二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取得历史性

成就。三是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大幅度跃升。四是

讲好中国故事，中华文化影响力得到不断提升。

三、价值逻辑：从“人的解放”到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

哲学，和作为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既统一于革命的

实践，又统一于革命的目标——“人的解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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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文化理论始终把“人的解放”作为文化发展的

首要价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40多年

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大踏

步前进。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路，也

为世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世界

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实现“人的解放”，主

要是通过作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号角、鼓手，唤

起广大劳苦大众对剥削、压迫的反抗。毛泽东把苏

维埃文化教育的总目标确定为：“在于以共产主义的

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

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

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

人。”在此，毛泽东论述了手段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

无产阶级文化理论：文化既是教育劳苦民众、服务革

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方式，也是劳动人民文明

幸福的重要标志。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实现“人的解

放”，使中国人民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中国共

产党在文化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首先，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

的婚姻制度，改变了社会风气。其次，大力发展教

育，人民群众的教育水平得到空前提升。扫盲运动

的发展和小学教育的普及，大大彰显了社会主义教

育在实现“人的解放”上的优越性：一是改变了几千

年以来教育是少数统治阶级特权的局面，开启了“人

人皆可受教育”的伟大征程；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办学，强调教育的公益性，彰显了社会主义文化教育

制度的优越性；三是尤其重视妇女、儿童教育，为国

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更加丰富、完善了“人的解放”这一目标。如果说

在改革开放之初，文化在“人的解放”上主要体现为

解决思想僵化问题，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其重点

在于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一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二是大力弘扬革命文化。三是大力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一方面，有效阐释

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性特点；另一方面，它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

现代化道路中提供借鉴，从文化上论证了世界不可

能只有一种发展道路、发展经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的文化发展并不是各民族文化普遍“西方化”，而是

多元共存、互相借鉴。其世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保证文化始终

沿着科学的、先进的方向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其次，

坚持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确保民族文化在与时俱进中薪火相传。再次，广泛

吸收其他国家民族的一切文明成果，确保在文化建

设上始终保持包容开放的心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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