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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内涵、意义和路径* ①

吴 宁 刘玉新＊＊②

【摘 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蕴含深刻的内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

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继承了人类优秀精

神成果，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民族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

神纽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强综合国力、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需

要。在习近平新时代我们应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安全检查制

度，加强文化创新能力，不断推出文化精品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早日建成人民点赞、
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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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领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提供了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刻内涵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文化对促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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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的全面发展表现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

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等方面得到综合提高。恩格斯曾指出: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人类在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支配这个世界的种种客观规律，

使人逐渐摆脱各种社会关系的压迫和自然力的束缚。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意识到文

化作为一种智力保障和精神引导对社会进步和物质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理论一

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力量的高度重视、对中

华文化的高度自信一以贯之。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发展”，“倡导文化创新，强化文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是从文化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指导作用的层面来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文化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世界范围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

判的借鉴、吸收、弘扬外来文化的典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自中国改

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实力，坚持唯物史观，

体现了文化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生

产方式转变，通过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对社

会制度建构的指导来优化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从而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

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集中反映在十九大报告中，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继承了人

类优秀精神成果，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民族性。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核心，解决整个民族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的问题，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

的性质。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文化应既是民族的又是面向世界的，也要汲取世界各国的优秀的文化成

果和思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在全社

会中形成共同前进、团结互助的和谐的文化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为我国的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不竭的精神动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方法，文化自信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特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灵魂。“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两创”
方法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表明我们党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性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

阶，能更好地实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承担这一使命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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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人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镶嵌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
生态等方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具

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是以爱国、厚民、崇德、创新、守信、尚和、
从善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以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成果为主体的有益的

外来文化。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以马克思主

义为主导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精

髓，以爱国、厚民、崇德、创新、守信、尚和、从善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因和根脉，以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成果为主体的有益的

外来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借鉴和补充，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具有

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以爱国、厚民、崇德、创新、守信、尚和、从善为

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起决定作用的。它们决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前进方向和本质特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推动力量。中国革命文

化、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成就也都是在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是精神压舱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赋予中

国文化以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

点。“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

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①。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

导向正确，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能产生生机，中华传统文化时代化能生发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

化时代化的紧密结合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强大的生机活力，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也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明确了文化的民族性和延续性，指出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是对我国文化

发展现状和文化历史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是对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代提出的对待传统文化 “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习近平非常重视我国传统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强调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来增强全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

的战略资源，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实现现代转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有

机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和担当，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

向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特质所决定的。

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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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新挑战对党的建设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必须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时代内涵，保证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永立时代潮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

提出了文化自信，为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为了担负新的文化

使命、实行新的文化创造、实现新的文化进步，文化自信就是一种强大的推进力

量，“三个自信”应以文化自信为根基，离开了这个根基，“三个自信”都无从确

立。文化自信关乎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文化自信的标志是形成中

国话语、涵养大国心态。我们赖以自信的文化是鲜活的、充满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伟

大文化，文化自信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

信，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根，但没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流。文化

不能断流，不能光靠祖宗过日子，更要依靠子孙后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如果对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自信，那么文化自信就会缺乏现实的社会根基。文

化自信体现为对我国历史上博大精深、为人类文明创造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文化的敬

意，对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我们祖先的礼敬，对永不屈服、前仆后继的革命先烈的

崇敬，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无数先进人物及其文化成果的尊重。在明中期以前，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商周时代的青铜文化、春秋战国时的诸子

百家、汉代雄风、盛唐气象、宋明气派成为世界文化史的辉煌篇章。中国在近代以

前并不缺失文化自信，只是在近代面临民族存亡危机时才丧失文化自信。正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打破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 “西方中心论”，排解了文化殖

民心态，恢复了中华文化河山和文化自信。文化不自信逼着文化去卖钱，“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文化自信能养眼进而养心、养精气神，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
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发展理念发生根

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新趋势结合而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需要。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奋斗目标，能充分地体现出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增强综合国力之需要。当今世

界，文化的力量深深烙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文化不仅仅是综合

国力的标志，还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不竭精神

动力。在当代，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快速进步、综合国力的提高都源于科学技

术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强大，民族的独立振兴，人民的尊严幸福，也都离不开文化

的支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少数西方

国家凭借其掌握的科技、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加紧扩大文化的霸权。面对此种危机

形势，许多国家在维护其本国文化的安全和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旗帜下，加速发展着

本国的文化事业和产业，以有效地抵御外来文化的侵略，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

益。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够保持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支柱，全民

族才能够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国家才能够提高综合国力，来抵抗文化霸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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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是政治和经济的产物。一方面它

体现了人类自身的要求和利益，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阶级性; 另一方面它又反映

了人认识和改造世界之程度，因而又具有普遍性，如科技文化等; 任何文化都是由

其所处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的群体创造的，因而文化具有民族性。而

这就为民族团结夯实了基础。文化的力量是民族认同的力量，是各个民族团结的纽

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灵魂，为实现中国梦创造精神动力、提供精神指导。
习近平带领全党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

发展理念注入文化建设的新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构成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

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

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之必然要求。“丢掉了

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② 文化已经成为推动国

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

要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兴盛为前提。文化认同

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基础，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意义重大。党的

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

相连。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实即精

神力量的涵养，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家园的安顿、精神共识的凝聚、精

神支柱的构筑和精神能量的激发，与国运民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确立、保持

和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在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转变中汇聚民智、聚合民气、守护民

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才能为世界文化交融

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充沛的智慧。文化兴盛是国家强盛的重要体现，既要应用科技手

段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遗存尤其是世界文化遗产等历史瑰宝，也要契合时代需求，

多出品位格调高、弘扬正能量的文化产品，传承光大中华优秀文化，提升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民族能够兴起并保持持久

的强大，其背后都有源远流长的、成熟的文化体系作为支撑，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

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的力量，

不仅自本身衍生出来，也要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力量”③。一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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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由“软”“硬”两部分组成，硬实力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力量

等; 软实力则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文化影响能力、发展能力、创新能力和教

育水平、治理能力等。国家之间的竞争、话语权的形成、民族形象的构建都需要

“软”“硬”两个实力的支撑。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软实力本质上来源于硬实力，

最终也必须通过硬实力得以发挥作用。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可能单独存在，二者相互

包含、相互渗透。软实力是通过文化、价值观、制度等内容呈现出来的实力; 作为

软实力内容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又是辩证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清朝由

满族入侵中原而建立，结果满族被逐渐汉化。相对于暴力手段，文化的影响力是更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依赖路径

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共产党必须毫不动摇地掌

握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源远流长，熔铸于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之中。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创造，是对中国

现代革命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和创造，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反映、把握和讴歌，是对否定、诋毁、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

为的抵制、反抗和围剿。“中国革命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承接民族优

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的创新性转型。”① 从井冈山革命文化、
苏区革命文化、长征革命文化，到延安革命文化和抗战革命文化，再到西柏坡革命

文化等，都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指南。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

要从传统文化中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炼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规

范、价值追求，赋予新意、创新形式，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作品。实现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传统文化创新和转化的一个范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如果在文化建设中不去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任由各种价值观肆意滋长甚至成为西方价值观的应声

虫，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举步维艰，而且会失去国家精神的乃至政治、
思想、文化、制度各方面的独立性，延缓民族复兴的进程。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

实践，通过熔铸传统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基本精神，是我们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

结果，也是吸收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提升文化的公共服务性。在 “脱真贫、

真脱贫”的过程中，文化领域的精准扶贫应当先行， “扶贫先扶智”。长期以来，

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贫困，使得其文化程度、思想观念也落后，补足文化短板包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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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生短板、补优质文化短板、补文化基础设施短板、补文化人才短板等。一方

面要保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全民覆盖，尤其是对一些落后贫困地区开展 “文化精

准扶贫”; 另一方面要围绕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积极创造文化新供给，不断提供

高质量、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发展成果。针对当前文化领域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

盾，着力解决贫困地区文化的缺位供给、短缺供给、无效供给，持续提升文化有效

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效率和效益，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然要始终坚持这样的立

场和宗旨。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会具有广泛代表性从而拥有深

厚的力量源泉。坚持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关键是有效满足人民的精神文

化需求、创造优秀的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文化认同感。尽管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增值增速不断加快，但是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已经严重

制约我国未来，我们必须给文化提质增效、增进文化民生的福祉、激活文化增长的

内生动力，推动新的文化业态融合、演进。
在中外文化交融中处理好 “安与危”的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的一大挑战。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多种文化相互激荡，有吸纳

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中华文化历经千年从未中断，能融

合其他文化而又不使自己变质，因此中华文化是安全的。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

和个人应该有文化危机感并树立文化安全意识。世界主要国家越来越重视国家文化

安全的意义，文化安全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日益展现出巨大的活力。文化交流交融

的频繁使得文化间的交锋更加凸显，西方发达国家乘机打着 “普世价值”的旗号实

施文化输出，利用文化竞争优势维护其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我国不仅应

该注重文化产业“引进来”与 “走出去”的政策优惠，更应该注重国家文化安全

的保护，建立积极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网络文化安全也不容忽视。互联网技

术更新快、普及快，信息扩散快，新型网络传播手段不断涌现，网络文化建设面临

的形势异常严峻，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维护网络文化安全成为文化建设的

迫切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增强互联网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净化网络文化

空间。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将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我国基本方略之一，显

示了我国维护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与信心。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

一个国家内部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支撑。文化安全检查制度是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的重

要方面，对维护国家总体安全起着重要作用。文化安全检查制度是文化规范制度，

是政府、团体或机构以意识形态、法律、道德、风俗等为标准，检查、监督、控制

文化信息向公众的传播，消除一些不良信息，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管理制度。文

化安全检查职能是不同性质的国家所共有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巩固阶级统治的基

本国家职能。我国应借鉴西方的文化安全管理经验逐步完善文化检查管理立法，制

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管理法律。当前，我国的文化检查管理往往通过行政手段的

干预，现行的文化管理法律法规大多是一些规章、条例、通知、临时规定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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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的法律法规不成体系、不够健全，管理活动的程序也不够严谨。建立规范的文

化检查管理程序和完善文化司法审查制度是在我国实现文化审查法治化的重要前

提，文化检查法制建设使政府部门、公共组织、公民个人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的

检查管理活动必须符合法律程序，即便是对文化产品的内容进行行政管理也必须在

法律的框架下通过司法程序展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我们要

建立健全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的文化安全自我检查制度，使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

业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中控制关系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和文化产品

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产业命脉，从而带动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也

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能激发文化市

场活力，不断提供高质量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要认清文化

产品、文化服务具有意识形态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两效统一”的体制机制。这是始终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的正确前进方向的关键所在。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做到方向不能错、阵地不能

丢，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两效统一”作为制度设计的关键环节与评价考核的

重要标准。在当代中国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

取西方文化有益成分也要服从和服务于推进这个伟大主题的需要。判断西方文化中

的成分能否为我所用，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有利者取之，无利者去之，有害者拒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全面现代

化，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不但促进了我国建设和发展，而且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华文化造就

了我国历史上汉唐雄风、明清气派，但是“早生而晚熟”的文化也阻碍了社会的进

步，禁锢了人伦而无法孕育出现代文明，以至于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并成为西

方列强掠夺的对象。“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

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① 我

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认同以及社会发展基本内容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产生于传

统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中华文化是开放包容

和坚定自信的，是有天下伦理和伟大复兴抱负的。中华儿女以其独特的智慧不断积

淀，创造出亘古不绝、一脉相承的灿烂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民族精

神、道德规范、创造才能、审美趣味、思维方式和理想追求。中华文化强调人与自

然、社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形成以民族大局为重的独特品格，这无疑是中华民族

形成强大的向心力、长久保持团结统一的重要原因。中华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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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和谐的，重视睦邻友好、互利互惠，这种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对形成中华民

族凝聚力以及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文化崇尚自强不息，展现

出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精神风

貌。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

奋进的不竭动力。而精日、哈韩潜滋暗长出矮化、分化中华文化的软骨病。在全球

文化交流频繁、交融深入的客观现实面前，我们必须灵活且又不失原则地处理好文

化间的交锋问题，更加合理处理好文化交往中 “中与外”的辩证关系，不能有文化

民族主义式的封闭心智、不能以固化心态与眼光看待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及发展性，

既不崇洋媚外也不盲目排外，不做文化自卑和自闭者，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骄傲自

大，而是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使之成为中华民

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全面认识

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仍绵延不绝的关键在于有着博大

精深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起到了积极

作用，也包含消极因素甚至糟粕。我们要全面而科学地分析中华传统文化，既反对

文化虚无主义也反对厚古薄今，要遵循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

原则，以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时代精神来审视历史文化传统，使优秀的传统文化熔铸

于时代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根本的是要进行文化创新。中华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中国文化话语体系创新是提升我国文化话

语权的内生驱动力。文化创新要培养出文化创造者、培养出文化界的 “乔布斯”，

文化界的“乔布斯”不仅会为人们带来丰富的文化产品，也会带动文化创新的群体

的出现，创造出更多优秀文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文化领域专门人才在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

信，就必须拥有一批专门文化人才作为智力支撑，因为他们是象征民族精神和引领

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专门文化人才不仅提炼文化元素，而且引领新的文化潮流。必

须重视专门人才工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他

们的文化服务与文化创新功能，引导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贡献

自己的全部才智。新时代呼唤新气象新作为，广大文化工作者应明确自身的目标和

责任，构筑文化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精神，彰显文化的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要实现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加大文化事业投入力度。“较低价值的文化就是具有工

业化倾向，即可以按某种模式批量生产和再生产的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对自身

模式的不断重复、复制，或者说是在不断地自身抄袭。”① 而较高价值的文化是不

断超越自身和具有创造性特质的文化。文化具有多样性、差异性，也存在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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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求取 “最大公约数”，达成文化共识，实现文化

的融合会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要丰富传统文化传播形式，

拓展传统文化传播空间，扩大中华文化的全球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文化

差异，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

Ｒ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Significance and Approach
of Culture Thought of Socialist Culture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u Ning，Liu Yuxin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socialist culture construction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tains profound connotation，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ought on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socialist culture w 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ully embodies the spirit of the times，reflects the law of the develop-
ment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inherits the excellent spiritual achievements of human
beings，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science and nationality. The thought of so-
cialist culture construction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important theoreti-
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in the new era. It is
the spiritual link to maintain national unity and national unity，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to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to maintain the cul-
ture of our country，and to keep the culture safety.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stick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standpoint，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cultivate
and carry forwar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improve the cultural system reform and the cul-
tural security inspection system，strengthen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ability，and continu-
ously introduce the cultural products to better meet the new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for
a good life，promote Socialist culture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go to the world，and
built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w ith people's praise and the world's attention at an early date.

Keywords: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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