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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

朱旭旭∗

【李慎明简介】 李慎明ꎬ 第十、 十一、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

副院长、 党组副书记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

任ꎬ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ꎮ 党的十六大、 十七大代表ꎻ 中央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首席专家ꎻ 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国际问题组组长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六、 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政治组成员ꎻ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ꎮ 主要研

究方向: 党的建设、 民主政治、 国际战略及党史、 新中国史和苏

联解体与东欧剧变ꎮ 主要著作: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

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社会主义的体悟»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ꎬ 主编 «世界社会主义跟

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 (系列)、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

告» (系列) 等 ２０ 多部学术著作ꎮ 先后在 «人民日报»、 «求是»
杂志、 «光明日报» 等中央重要报刊发表文章 ３００ 多篇ꎮ 数部作

品获国家有关奖项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

族的灵魂ꎮ 文化兴国运兴ꎬ 文化强民族强ꎮ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ꎬ 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ꎬ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ꎬ 激

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ꎬ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ꎮ”① 文化繁荣发展是中国

３

∗
①

朱旭旭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ꎮ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４０ 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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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和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 全面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ꎬ 也是为世界贡献

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的现实要求ꎮ 围绕这一主题ꎬ 本刊记者就学界关心的问题采

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研究员ꎮ
访问者: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坚定文化自信ꎬ 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的时代课题ꎬ 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ꎮ 您

能帮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吗?
李慎明: 首先ꎬ 我想谈一谈文化的内涵ꎮ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ꎬ 应先把文化的内涵探讨清楚ꎮ 文化内涵十分丰富ꎬ 外延非常宽泛ꎮ 可以从

以下四个不同层次进行分析和定义: 一是从人类历史发展长河积累的总成果形态

界定ꎬ 这是 “泛文化” 的概念ꎬ 即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进程中创造的

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的总称ꎬ 即物质成果加精神成果ꎮ 二是从人类历史发

展进程中人类精神生活特指界定ꎬ 这是 “大文化” 的概念ꎬ 即文化是指人类在

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ꎬ 从一定意义上讲ꎬ 可以说是自然科

学加哲学社会科学ꎮ 三是从一定社会形态结构的构成界定ꎬ 这是 “中文化” 的

概念ꎬ 即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反作用于一

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ꎮ 比如ꎬ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和

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ꎬ 分别是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和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相应的政治和经

济形态ꎮ 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分支ꎮ
四是从一定社会的观念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界定ꎬ 这是 “小文化” 的概念ꎬ 即一

定的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 观点、 概念的总

和ꎬ 包括政治法律思想、 哲学、 宗教、 道德、 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ꎮ
一定意识形态的内容ꎬ 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 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

与政治关系的反映ꎮ 一定的理论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乃至一定社会文化的核心ꎮ 因

此ꎬ “泛文化” “大文化” “中文化” “小文化” 要大发展大繁荣ꎬ 其根本前提是

要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ꎮ 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ꎬ 只有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ꎬ 文化、 经济、 政治、 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才有正确的方向

与灵魂ꎮ
其次ꎬ 我再谈一谈文化与文明的关系ꎮ 要真正弄清文化这一概念ꎬ 也必须连

带弄清文化和文明的联系与区别ꎮ 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不同的文化与文明ꎮ 在阶

级及有阶级存在的任何形态社会的文化中ꎬ 总是有精华ꎬ 也有糟粕ꎮ 不同社会形

态文化中的精华ꎬ 组成了人类历史中的文明ꎮ 对于社会主义新文化诞生之前的所

有文化ꎬ 我们都应批判地汲取ꎬ 取其精华ꎬ 去其糟粕ꎮ 不同社会形态文化中的精

华ꎬ 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ꎬ 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ꎮ 但其中的糟粕ꎬ 也必将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ꎬ 最终被人类新的进步的文化抛弃ꎮ 而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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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ꎬ 可特指数学、 物理、 化学、 天文、 地理、 生物等

自然科学和哲学、 宗教、 法律、 文学、 艺术、 教育等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精神财

富ꎬ 亦可指社会从低级逐步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ꎮ 文化有先进落后、
精华糟粕之分ꎬ 但文明仅有程度上的高下ꎬ 没有先进落后、 精华糟粕之分ꎮ 如任

何时候也不能把 “１＋２＝ ３” 这一常识说成是落后和糟粕ꎬ 更不能把其 “与时俱

进” 为 “１＋２＝ ４ 或 ５”ꎮ
最后ꎬ 我们来谈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是指相对于经济、 政治和文化而言的整个大社会中的文化ꎬ 主要体现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上层建筑ꎮ 我认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四个部分组

成ꎮ 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ꎬ 二是党领

导人民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时期

产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三是 ５０００ 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ꎬ 四是我

国积极借鉴过来的世界各国、 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ꎮ 但这四个部分ꎬ 并不是

并列关系ꎮ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ꎬ 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即我们的指导思想ꎬ 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厚土壤ꎬ 积极借鉴过来的世界各国、 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益滋养ꎮ 文化自信ꎬ 是更基础、 更广泛、 更深厚

的自信ꎮ 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弘扬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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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的精神力量ꎮ
访问者: 近年来ꎬ 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ꎬ 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 “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ꎬ 关系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ꎮ”① 明确要求不断夯实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基ꎮ 您认为ꎬ 我国可以从哪些方

面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ꎮ
李慎明: 首先ꎬ 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文化软实力ꎮ 我认为ꎬ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

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主要是指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感召

力、 社会凝聚力、 价值吸引力、 思想影响力等的文化资源ꎮ 国家文化软实力带有

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ꎬ 它是我们国家整体的文化显现ꎬ 是我们国家利益的独

特呈现方式ꎬ 体现了我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ꎮ 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着

力发展的作为软实力的文化ꎬ 源于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ꎬ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理论ꎬ 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ꎮ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作为软实力的

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重要作用ꎮ 中国革命和建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创造一个

５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１ 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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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人间奇迹ꎬ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ꎬ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视

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革命传统的伟大的精神力量ꎮ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是一个重要时代命题ꎬ 揭示了文化的深刻内涵及其

对国家民族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ꎬ 从而确定了文化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

地位ꎮ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ꎬ 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维持ꎬ 对于

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与团结ꎬ 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存在与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ꎮ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ꎮ
第一ꎬ 要切实增强国家文化安全忧患意识ꎬ 自觉捍卫文化安全ꎮ 要坚持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

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ꎮ 针对当前我国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和压力ꎬ 我们要审时度势ꎬ 居

安思危ꎬ 正确应对ꎬ 真正筑起抵御各种腐朽思想文化侵蚀、 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

思想防线ꎮ 我们应该记住: 一个国家被消灭了ꎬ 只要这个国家的文化依然存在ꎬ
这个国家迟早要复兴ꎻ 如果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文化被同时被消灭了ꎬ 这个国

家也就永远被消灭了ꎮ
第二ꎬ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ꎬ 为借

鉴世界各类文明、 抵御西方腐朽文化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

础ꎮ 唯物史观认为ꎬ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ꎮ 上层建筑一

经产生ꎬ 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ꎬ 并对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反作用ꎮ 社会主义文化

属于上层建筑ꎬ 它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决定ꎬ 不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ꎬ 同时

又极大地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ꎮ 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ꎮ”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ꎬ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ꎮ”① 我国经济基

础的社会主义性质ꎬ 决定了我国必须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文化ꎬ 并通过社会主义文

化的反作用ꎬ 来维护我国的经济基础不受侵害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ꎮ 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ꎬ 才能从

根本上保证我国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ꎬ 才能在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牢牢掌

握主动权ꎮ
第三ꎬ 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ꎬ 为借鉴世界各类文明、 抵御西方

腐朽文化提供理论支撑ꎮ 理论正确ꎬ 党就坚强ꎬ 政策就正确ꎬ 思想就统一ꎬ 经济

就发展ꎬ 社会就稳定ꎮ 苏共垮台、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在党内ꎬ 而且根源在于

思想理论ꎬ 是其逐渐脱离、 背离马克思主义所致ꎮ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文化的

核心、 灵魂和旗帜ꎮ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ꎬ 是繁荣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关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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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ꎮ 只有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ꎬ 才能真正在国内外各种思想、 理论、 思潮的相互激荡中不迷失方

向ꎬ 在和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学习、 借鉴、 扬弃、 升华ꎬ 丰富和发展我

国文化软实力ꎮ
第四ꎬ 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ꎮ 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主体ꎬ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ꎮ 借鉴世界

各类文明ꎬ 抵御西方腐朽文化ꎬ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ꎬ 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ꎮ 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价值

观ꎬ 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主体观ꎬ 并把这一思想

统一和落实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为人民执好政的全过程ꎬ 统一于我国文化软实

力丰富发展的实践中ꎮ
第五ꎬ 正确处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与积极借鉴世界各类文明包括西方文

明的关系ꎮ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ꎬ 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文明的存在ꎬ 使世界文

化丰富多彩ꎮ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其长处ꎬ 这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ꎮ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世界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ꎮ 我们应以宽广的眼界

和博大的胸怀ꎬ 在尊重差异中扩大认同ꎬ 在包容多样性中达成共识ꎬ 积极借鉴世

界各国的文明成果ꎬ 博采众长ꎬ 使其熔铸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中ꎮ 但所有国

家和民族ꎬ 尤其是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人民ꎬ 必须首先对本国的文明做到

自尊、 自爱、 自信、 自立ꎬ 维护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明ꎮ 因为文化和文

明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ꎬ 绝不能仅仅把科技和物质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文化

先进与落后、 文明高下与优劣的尺度ꎬ 否则就会把西方个别超级大国所刻意构建

的意识形态作为所谓的 “普世文化和普世文明” 顶礼膜拜ꎬ 把西方个别超级大

国在全世界的文化扩张当作向 “未开化” 国家和民族传播的 “文明” 去推行ꎮ
其实ꎬ 当今世界那些所谓的 “普世文明”ꎬ 说到底是西方霸权主义对全世界实施

文化侵略和统治的工具ꎮ 这种观念的侵蚀ꎬ 使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些人产生了 “文
化自卑感”ꎬ 有意无意地对西方文化如痴如醉ꎬ 而对本土文化苛求甚至鄙视ꎮ 实

际上ꎬ 越是民族的ꎬ 便越是世界的ꎮ 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我国科学的、 民族的、 大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ꎬ 并使之发扬光大、 生生不息ꎮ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意学

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ꎮ 但是ꎬ 对于那些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与文明存有敌意甚至妄图摧毁的行为ꎬ 我们的一贯态度则是 “威武不能屈”ꎮ
访问者: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ꎬ 党中央明确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 的要求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ꎬ 要求

到 ２０３５ 年把我国建成文化强国ꎮ 您能否针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谈一谈您的

观点?
李慎明: 我认为ꎬ 维护文化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提和必然要

求ꎮ 维护文化安全ꎬ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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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国家根本制度安全ꎮ 国家根本制度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ꎬ 是保障国家

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ꎮ 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前提ꎮ 我国是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ꎬ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护国家

安定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明确指出: “社
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ꎮ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

制度ꎮ” 应当看到ꎬ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ꎬ 各种矛盾与问题相互

交织ꎬ 引起社会震荡的因素仍然存在ꎮ 未来一定时期内ꎬ 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安全

在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ꎮ
第二ꎬ 意识形态安全ꎮ 即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不受威胁与侵

害ꎬ 能够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ꎮ 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是该国的立国之

本ꎬ 如果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ꎬ 必将导致该国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衰落甚

至消亡ꎮ 当前ꎬ 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和颠

覆: 在经济上宣扬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ꎬ 在政治上企图颠覆中国国体、 政体与

政党制度ꎬ 在历史上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巨大

成就ꎮ 所以ꎬ 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ꎮ
第三ꎬ 价值观念安全ꎮ 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本质内涵ꎬ 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与自

然现象的是非判断和基本态度ꎮ 每个社会都有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ꎬ 它

规定着社会的性质ꎮ 价值观念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在社会和公民

中得以保持、 延续和发展ꎮ 影响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因素很多ꎬ 如来自家庭、 社

会、 政府等不同方面的教育因素ꎬ 国外的文化影响与文化渗透因素等ꎮ 维护价值

观念安全ꎬ 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重视的问题ꎮ
第四ꎬ 优秀传统文化安全ꎮ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ꎬ 都积淀在该

国家、 该民族的骨骼里ꎬ 奔腾在该国家、 该民族的血液中ꎮ 因此ꎬ 所有国家和民

族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应高度重视维护和弘扬本国和本民族的优秀

文化和文明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ꎮ 我们一定要高度

重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全ꎬ 包括本国、 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安全和生活方式

安全ꎬ 坚持和发展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ꎬ 科学的、 民族的、 大众

的社会主义文化ꎮ
此外ꎬ 我认为文化安全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增强忧患意识ꎬ
做到居安思危ꎬ 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ꎮ 我们党要巩固执

政地位ꎬ 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

事ꎮ”① 他又指出: “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ꎬ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ꎬ 以政治安全

为根本ꎬ 以经济安全为基础ꎬ 以军事、 文化、 社会安全为保障ꎬ 以促进国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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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ꎬ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ꎮ”① 他还指出: 要 “构建集政治安全、
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 科技安全、 信息安全、
生态安全、 资源安全、 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②ꎮ 文化安全ꎬ 十分重

要ꎮ 一个社会ꎬ 就是由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部分组成ꎮ 从一定意义上讲ꎬ 经济是

社会的基础ꎬ 政治是社会的支柱ꎬ 而文化则是社会的灵魂ꎮ 毛泽东同志在 «新民

主主义论» 中说: “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

济的反映ꎬ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ꎻ 而经济是基础ꎬ 政

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ꎮ 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 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

的关系的基本观点ꎮ”③ 马克思曾说过: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ꎬ 那么一定的意识

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ꎮ”④ 苏联亡党亡国ꎬ 从一定意义上讲ꎬ 就是从

意识形态的解体开始的ꎮ 我们一定要加强文化安全方面的研究ꎬ 要抵御国内外各

种错误思潮的影响ꎬ 决不能步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尘ꎮ
访问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ꎮ 在积极推进 “一带

一路” 建设、 向全世界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过程中ꎬ 我国与世界各

国交流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也不断扩大与深化ꎮ 请问ꎬ 从国际视角来看ꎬ 我国进一

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及实施策略有哪些?
李慎明: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ꎬ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

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ꎮ 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同时又由于从建

立新中国之日开始ꎬ 全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勒紧 “裤腰带”ꎬ 逐步建成独立

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ꎬ 拥有了以 “两弹一星一潜艇” 为标志的强大的国

防实力ꎬ 特别是打赢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对手的抗美援朝等正义之战ꎬ 这

对我国而言ꎬ 就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期ꎮ 现在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深知用

硬实力遏制中国越来越不可能ꎬ 更多的是采用软实力和巧实力ꎬ 从而加大对我国

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ꎮ 因此ꎬ 我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ꎬ 增强

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ꎮ 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

对我国实施 “西化” “分化” 的战略图谋ꎬ 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长期渗透的重点

领域ꎮ 我们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ꎬ 必然受到国际

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 “围剿”ꎬ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迫在眉睫ꎮ
当今世界ꎬ 国家间的竞争仅靠军事、 经济等硬实力最终是行不通的ꎮ 国家间

的友好合作ꎬ 更是需要文化力的发挥ꎬ 要靠自身文化的吸引力ꎮ 当今中国绝不保

守ꎬ 恰恰是一些发达国家坚持顽固的保守主义ꎮ 我们翻译引进多少外国版本的著

作及文化产品ꎬ 他们把中国作品翻译介绍过几本? 我们讲文化 “走出去”ꎬ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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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走出去”ꎬ 老子要 “走出去”ꎬ 烹饪要 “走出去”ꎬ 太极、 少林要 “走出

去”ꎬ 中医药要 “走出去”ꎬ 但是也应该 “夹杂” 点新中国的文化 “走出去”ꎬ 其

中包括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这一点

十分重要ꎮ 有的人羞于谈新中国文化ꎬ 羞于谈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文化ꎬ 归根结

底ꎬ 中国文化就没有了根和魂ꎬ 从根本上说也说服不了世界各国人民ꎮ 以文化软

实力做支撑ꎬ 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展示中国形象、 彰显中国气派ꎮ 发展

中国家对本土文化和文明必须固本守源ꎬ 坚持自尊、 自爱、 自信、 自立ꎮ 霸权主

义文化ꎬ 过去、 现在有ꎬ 将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仍会有ꎬ 甚至在特定的时

期内还可能发展ꎮ 因此ꎬ 所有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国家和人民必须首先

对本国的文化和文明做到自尊、 自爱、 自信、 自立ꎬ 应首先维护和弘扬本民族的

优秀文化和文明ꎮ 文化和文明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ꎬ 绝不能仅仅把科技和

物质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文化先进与落后、 文明高下和优劣的尺度ꎮ
在国际交往中ꎬ 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培育与交流要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ꎮ 只

有这样才不会照抄照搬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文化并与之区别开来ꎬ 才能最终赢

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ꎮ
第一ꎬ 要尊重和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ꎮ 社会制度和

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文化、 文明的核心和本质所在ꎬ 是这个国家其他文化和文明

形式所依附的本体和灵魂所系ꎮ 一种文化和文明一旦失去了作为其母体所系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ꎬ 失去其适合本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ꎬ 无论对其文化

和文明怎样提倡甚至斥巨资去保护ꎬ 都会从根本上失去生机与活力ꎮ 这种文化和

文明在本质上只能成为人类历史博物馆中的标本ꎬ 或者成为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现

代旅游业、 娱乐业的景点ꎬ 成为聊供强国和富人奢侈消遣的 “后花园”ꎮ 这就需

要在尊重和维护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同时ꎬ 必须尊重和维护基本经济制度与发展

道路的多样性和政治的多极化ꎬ 从而反对世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单边主义ꎮ 国际

垄断资本和单边主义政治无视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 民族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多样

性及复杂性ꎬ 肆意扩张ꎬ 粗暴干涉别国内政ꎬ 甚至为自身的战略利益任意发动战

争ꎬ 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也就根本无从谈起ꎮ 仅靠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不可能改

变经济和政治上的单边主义ꎻ 缺少了经济和政治的多样性ꎬ 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

也就根本无法单独存在ꎮ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最终依赖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

多样性ꎮ
第二ꎬ 要坚持和维护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ꎮ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ꎮ 每

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ꎮ 世界上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都为

共同构建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大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ꎮ 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

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是全人类、 全世界的精神遗产ꎮ 承载文化和文明的国家与民族

有大有小ꎬ 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有先有后ꎬ 但绝无优劣高下之别ꎬ 这就如同联

合国每一个成员国都有平等一票的投票表决权一样ꎬ 都应获得平等的尊重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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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保护ꎮ 坚持和维护不同文化和文明间平等对话的权利ꎬ 不仅从根本上彻底

否定了各文化和文明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观点ꎬ 而且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

根本途径之一ꎮ 要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ꎬ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ꎬ 在求同

存异中共同发展ꎬ 努力消除相互之间的疑虑和隔阂ꎬ 使人类更加和睦ꎬ 让世界更

加丰富多彩ꎮ 要真正做到平等对话ꎬ 关键是强国、 大国的态度ꎮ ２０００ 多年前ꎬ
中国的哲人老子说ꎬ “大者宜为下”ꎬ “大国者下流ꎬ 天下之交” ( «道德经第六

十一章» )ꎮ 这就是说ꎬ 大国尤其应谦下ꎬ 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ꎬ 使天下

河流在这里交汇ꎮ 老子的这一思想ꎬ 可能是中国最早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思想胚

芽ꎮ 善待他国ꎬ 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标尺ꎬ 而且是一个国家

文化和文明长盛不衰的决定性条件之一ꎮ 历览人类历史文明的兴衰更替ꎬ 可以清

楚地看到ꎬ 一种文明在兴起之后ꎬ 若是与其他文明平等相处ꎬ 并能积极学习借

鉴ꎬ 常常是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并走向世界ꎻ 若是企图侵蚀甚至用强力铲除其他国

家和民族的文明ꎬ 则必然会使自己发生异化ꎬ 并逐步走向衰落直至最终被毁灭ꎮ
这一现象ꎬ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绝不鲜见ꎮ 环视当今世界ꎬ 个别超级大国所奉行

的 “文明逻辑” 不正在造成更多的流血、 苦难和冲突ꎬ 导致更多恐怖主义吗?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ꎬ 都积淀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骨骼里ꎬ
奔腾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血液中ꎮ 这些传统和特性ꎬ 并不是外来文化能够随意更

改替代的ꎮ 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同特色和风格的文化、 文

明ꎮ 国际社会对于地区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

应给予更多的尊重、 理解和支持ꎮ 可以说ꎬ 随着全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全人类

思想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ꎬ 全球的生产方式、 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最终会实现

“大同”ꎬ 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多元性将不会随之消失ꎮ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面临

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ꎮ 各国都应以开放和平等的精神ꎬ 承认世界的多样

性ꎬ 加强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ꎬ 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和地区争端ꎬ 促

进国际关系民主化ꎬ 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收并蓄的和谐世界ꎮ
第三ꎬ 要坚持各种不同文化、 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ꎮ 世界上不同文化和

文明不仅需要各个国家与各个民族代代相传ꎬ 需要相互平等地交流ꎬ 而且需要相

互之间学习和借鉴ꎬ 进而通过糅合产生自己新的文化和文明ꎬ 从而为全人类的共

同繁荣与发展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智慧保证ꎮ 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

和借鉴ꎬ 是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深化ꎬ 不仅是对世界上其他文化、 文明与传统的鉴

赏ꎬ 更是对世界上其他文化和文明之精华的汲取ꎮ 这就需要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

明都应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ꎮ 同样ꎬ 任何一种文化与文明ꎬ 也不应凭借自己经

济、 政治和科技上的优势ꎬ 封锁其他人类文明精华的传播ꎮ 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

排斥ꎬ 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ꎬ 这是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世界各种不同

文化和文明振兴与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迄今为止ꎬ 没有一种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环

境中发展起来的ꎬ 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与其他文明碰撞、 交流、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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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ꎮ 可以想象ꎬ 如果没有来自东方的四大发明ꎬ 近代西方文明赖以自豪的地

理大发现和工业化进程将根本无从说起ꎻ 资本主义文明没有过去奴隶制文明及封

建制文明的传承和积累ꎬ 同样只能是空中楼阁ꎻ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

资本主义文明在制度、 文化方面的进步ꎬ 也有不少是在与社会主义文明的竞争、
学习、 借鉴中取得的ꎮ 当然ꎬ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ꎬ 同样是学习借鉴包括资本主义特别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文

明在内的世界文明的结果ꎮ 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ꎬ 我们更不能夜郎自大、
闭关锁国ꎬ 否则就必然落后甚至挨打ꎮ 但在学习的过程中ꎬ 又必须结合各自国家

和民族的特点ꎬ 坚持趋利避害的原则ꎬ 有所取舍ꎬ 而绝不能照抄照搬ꎬ 否则同样

会从根本上危及自己的生存ꎮ
总之ꎬ 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ꎬ 文化的培育、 发挥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ꎬ

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ꎮ 优秀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放出的异彩ꎬ 必将与人

类永存ꎮ 我们坚信ꎬ 只要我们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ꎬ 承接前人的智慧ꎬ 中国文化

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责任编辑: 马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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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文化供给ꎬ 为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支持

———在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繁荣高端论坛

暨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 上的致辞

王伟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ꎬ 确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ꎮ “两个确立” 的提出反映

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ꎬ 具有决定性意义ꎬ 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

重大历史性贡献ꎮ 全会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ꎬ 是优秀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ꎬ 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ꎮ 这就启发我们要以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引导我

们在时代变化中把握历史主动ꎬ 坚定文化自信ꎬ 促进文化繁荣ꎬ 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ꎬ 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ꎬ 并对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作出重大部

署ꎮ 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 立场和态度ꎬ 为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ꎬ 又对新时代文化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

斗目标ꎮ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ꎬ 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ꎮ 可以

说ꎬ 衡量美好生活ꎬ 文化是一个重要尺度ꎬ 是一个显著标志ꎮ 如果没有精神文化

生活的充实ꎬ 就不可能有真正幸福的人生和美好的生活ꎮ 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增

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ꎬ 为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支持ꎬ 乃是新时代文化工作

的重要使命ꎮ
为此ꎬ 我愿谈以下几点看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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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精神充实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在维度

文化所对应的ꎬ 乃是人的精神世界ꎮ 马克思说ꎬ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

该遵循的活动范围ꎬ 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ꎬ 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ꎬ
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的存在ꎮ 对于动物而言ꎬ 它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

一ꎬ 无所谓意义ꎮ 人与动物不同ꎬ 人是既动物而又超动物的二重化存在ꎮ 人具有

社会性ꎬ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ꎮ 作为一种肉体存在物和自然界的一部分ꎬ 人诚

然有着自身的生物学意义ꎮ 但是ꎬ 他还是另外一种意义的社会存在物ꎬ 还拥有一

个精神世界、 心灵世界或意义世界ꎮ 这是人所具有的、 无法被还原和归结为自然

存在的特质ꎮ 它引导人不断地超越本能、 提升自我ꎬ 使人能够按照意义所昭示的

理想境界重塑自己ꎮ 正因如此ꎬ 人类才成为宇宙中唯一没有等价物的存在ꎮ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ꎬ 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

求、 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ꎮ 当人从生理需要

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ꎬ 则会产生更高级的、 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求ꎮ 物质文明的

发展对于低层次需求的满足效果显著ꎮ 而对于尊重和自我实现这样的高层次的需

求而言ꎬ 则需要文化的力量ꎮ 对于个体而言ꎬ 意义的缺乏将引发信仰危机ꎻ 对于

社会而言ꎬ 社会的有机整合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在于对理想境界的设定ꎬ 在此基础

上才可以形成社会成员对意义尺度的普遍认同ꎮ 这是一个社会保持真正稳定和持

久稳定的重要前提ꎮ 这就需要社会精神资源的深层次支撑ꎮ 这种精神资源的最深

沉基础即人对意义世界的终极观照ꎬ 属于文化的内核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道: “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

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ꎬ 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ꎮ” 美好生活

是人们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进一步追求的人生幸福、 精神充实、 富有意义的

生活ꎬ 是人自身素质的提升和内在精神的充盈ꎮ 单纯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能满足

人的所有需求ꎮ 对于个体而言ꎬ 人之为人的特质就在于超越物质经验层面的追

求ꎬ 达到精神层面的满足ꎮ 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ꎬ 在由大向强的征程中ꎬ 不仅要

在物质上强ꎬ 更要在精神上强ꎮ 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不只应该强在物质力量强大ꎬ
还应该有强大的文化理论、 精神力量ꎬ 还应该有足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ꎬ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

烈ꎬ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工作ꎮ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ꎬ 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效ꎬ 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巩固和坚定文

化自信、 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ꎮ 但是ꎬ 毋庸讳言ꎬ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ꎬ 文化建设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ꎬ 理

想缺失、 信仰缺失、 道德缺失、 诚信缺失等现象仍然比较突出ꎬ 拜金主义、 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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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没落的东西还有着一定的市场ꎬ 人民的理论素养、 思

想觉悟、 道德水准、 文化素质以及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待大幅提升ꎮ 这些问题

的解决ꎬ 都有待文化供给的不断优化ꎬ 以促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

高度ꎬ 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ꎬ 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更充分ꎬ 文化获得感、 幸

福感更充实ꎮ

二、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优化文化供给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ꎮ 文化建设是党和人民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人民性ꎬ 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ꎬ 这一本质特征才能彰显ꎬ 才能在社会主义文化改

革发展 “为了谁、 依靠谁” 的根本问题上不发生错误与偏差ꎮ
早在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ꎬ 毛泽东就展望过新中国的文化前景: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

政治上受压迫、 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ꎬ 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

国ꎬ 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ꎬ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

而文明先进的中国ꎮ”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ꎬ 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

的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党坚持结合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社会发展不同

阶段的具体任务ꎬ 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ꎬ 制定文化发展目标ꎬ 为新中国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经过长期努力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ꎬ 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ꎮ “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日益广泛ꎬ 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 品位、 风格等的要求

越来越高ꎬ 更加期待好看的电影、 电视剧、 图书、 戏曲ꎬ 更加追求讲道德、 尊道

德、 守道德的生活ꎬ 更加盼望社会风气和文明风尚的提升ꎮ 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ꎬ 就不可能有效促进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ꎬ 就不可能

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 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更充分、 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更

充实ꎮ” 习近平总书记说: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ꎬ 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ꎬ 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ꎬ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 强烈的文化担当ꎬ 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 守正创新ꎬ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ꎬ 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

国力量得到更好阐释ꎬ 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得到更好彰显ꎬ 人民的文

化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增强ꎮ
同时ꎬ 也要看到ꎬ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ꎬ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ꎬ 也充满挑战ꎬ 表现在文化领域即是不同

文化的深度交流碰撞、 各种思想文化风云激荡ꎬ 一些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对我国

进行文化渗透ꎬ 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ꎮ 这种复杂局面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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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新时代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对待文化? 用什么样的思

路和举措发展文化? 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推进文化建设? 这些问题都考验着

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ꎮ 另外ꎬ 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复杂性ꎬ 互联网的迅猛

发展ꎬ 文化传播途径、 接受特点以及人民群众审美要求的新变化等ꎬ 也对新时代

的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新领域ꎮ 面对这些新领域、 新业态、 新趋势ꎬ 一

旦偏离大局ꎬ 文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ꎮ 只有坚持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ꎬ 坚

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解读时代、 引领时代ꎬ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文化与文化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ꎬ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ꎬ
注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ꎬ 加强调查研究ꎬ 创新文化发展的思维理念、 思路举措、
科学方法ꎬ 不断增强党领导文化创新发展的本领ꎬ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 管理权、 话语权ꎬ 才能不断优化文化供给ꎬ 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ꎬ 推动文

化事业全面繁荣ꎬ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思想保证、 精神力量、 道德滋养ꎮ

三、 优化文化供给ꎬ 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方位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在甘肃考察时指出: “要提倡多读书ꎬ 建设书香社

会ꎬ 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ꎬ 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

厚重深邃ꎮ”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ꎬ 善莫大焉ꎮ” “要牢牢把握正

确导向ꎬ 在坚守主业基础上推动经营多元化ꎬ 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

收ꎮ” 这一重要讲话又一次启发我们ꎬ 优化文化供给ꎬ 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

粮ꎬ 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方位发展ꎮ
文化事业的发展可以为文化供给的不断优化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持ꎮ 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ꎬ 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ꎬ 多项

改革举措高频推出ꎬ 重点难点改革实现突破ꎬ 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ꎬ 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正在逐渐形成ꎮ 这一体制机

制的进一步完善ꎬ 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ꎮ
首先ꎬ 要进一步围绕增强文化引导力、 创造力、 竞争力这一目的深化改革思

路和举措ꎬ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ꎬ 更加清晰地凸显 “服务人民” 在一切文化事业

中的地位和意义ꎮ 发扬学术民主、 艺术民主ꎬ 提升文艺原创力ꎬ 倡导讲品位、 讲

格调、 讲责任ꎬ 抵制低俗、 庸俗、 媚俗ꎬ 促进文艺作品反映生活与创造生活的双

重作用的发挥ꎮ 鼓励文化文艺工作者跳出 “身边的小小的悲欢”ꎬ 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走出象牙塔ꎬ 走进实践深处ꎬ 观照人民生活ꎬ 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 描

绘人民、 歌唱人民ꎬ 解释并服务于现实问题ꎮ
其次ꎬ 更加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人民共享文化成果的体制机制的完

善ꎬ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ꎮ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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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 的指示ꎬ 细致、 深入地挖掘传统文化ꎬ 高度深度提炼其中向上向善、 给人

以正能量和精神动力的精神财富ꎬ 大力整合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ꎬ 使其走

进人民的生活ꎬ 让百姓在生产生活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ꎬ 增强文化自信ꎮ 进一步

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ꎬ 加大、 拓展特色群众文化活动举办的力度、 广度ꎬ 让更多

群众美起来、 笑起来ꎮ
最后ꎬ 进一步引导公共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 向贫困地区倾斜ꎮ 抓住城

乡基层及贫困地区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ꎬ 加强基层和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 文化礼堂、 文化广场的平台与内涵建设ꎻ 因地制宜开展文化扶贫ꎬ 推动文化

小康建设ꎻ 大力加强基层文化骨干人才培养ꎬ 配齐配强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

人员ꎮ
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为文化供给的不断优化提供更为丰富的形式和产品ꎬ 更

好满足人民多样化、 多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国文

化产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ꎮ 要想进一步发挥文化产业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

期待、 巩固和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ꎬ 还需要在

以下方面持续发力ꎮ
其一ꎬ 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管住管好文化产业的导向ꎮ “把提高质量作

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ꎬ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ꎬ 把 “兴文化” 作为新

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向ꎬ 这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ꎬ 更好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ꎮ 保持清醒的文化安全意识与意识

形态斗争意识ꎬ 兼顾文化产业、 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ꎬ 是增强国

家文化力ꎬ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中之重ꎮ 发展文化产业、 提高文化产品的影响

力和竞争力ꎬ 诚然不能忽视当前多元文化存在的事实ꎬ 但必须反对指导思想的多

元化ꎬ 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ꎮ 在网络已经成为重要传播媒介的背景下ꎬ 非常重

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在坚持党管媒体、 党管导向的前提下ꎬ 适应新的传播方式和

受众特点ꎬ 推动中国融媒体信息传播理念的发展创新ꎮ 使之成为思想理论学习、
形势政策宣传、 新闻信息传播、 舆论引导、 社会宣传教育和精神文明创建、 文艺

文化活动的工作平台ꎬ 加快营造清朗网络空间ꎬ 使正能量更加强劲、 主旋律更加

高昂ꎬ 汇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精神力量ꎮ
其二ꎬ 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ꎬ 激活市场潜力ꎮ 着力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供

给质量ꎬ 进一步创新生产经营机制ꎬ 壮大文化市场主体ꎮ 通过更新思维方式和文

化产业运作方式ꎬ 激发文化产业、 创业活力ꎬ 扩大文化消费试点ꎬ 积极探索文化

创新及成果转化ꎬ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ꎬ 推动文化企业建立具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

业制度ꎬ 带动和实现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的升级ꎬ 推动文化产业倍增发展ꎮ
其三ꎬ 进一步在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 产业优势方面重点发

９１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０ 期

力ꎮ 中国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ꎮ 我国 ５０００ 多年的历

史发展ꎬ 积累了丰富的文化、 艺术、 建筑、 绘画、 诗词、 歌赋等资源ꎮ 在国际文

化竞争中ꎬ 我国的文化资源优势尚未能转变为文化竞争优势ꎮ 许多宝贵的文化资

源正在为别国所侵占ꎬ 无论是美国拍摄的动画片 «花木兰» «功夫熊猫»ꎬ 还是

日本开发的具有中国风格的游戏软件ꎬ 都给予我们以警示ꎬ 因此必须重视、 保护

和开发五千多年文化的资源ꎮ 只有质量高、 数量多的文化产品才能形成强大的文

化生产力ꎬ 才能对人的思想产生持续冲击效应ꎮ 因此ꎬ 要坚持思想精深、 艺术精

湛、 制作精良相统一ꎬ 进一步挖掘整理传统文化资源ꎬ 大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 具有民族优势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ꎬ 向国内外市场提供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及其服务ꎬ 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ꎬ 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产品的感

召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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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与对共产主义的再认识

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与对共产主义的再认识∗

———法国左翼学者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反思

王彩霞∗∗

【摘　 要】 法国左翼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博采生命政治学等理论ꎬ 对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下资本主义健康危机、 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和精神

危机的叠加爆发进行了现象分析与理论批判ꎬ 并以此为契机ꎬ 探索适

合本国国情的 “新共产主义” 发展模式ꎮ 一方面ꎬ “新共产主义” 发

展模式揭示了疫情背景下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形式ꎬ 丰富了对资本

主义不平等制度的研究ꎻ 另一方面ꎬ 在对 “新共产主义” 的探索中ꎬ
无论是巴里巴尔对广义 “国家” 概念的重塑ꎬ 还是巴迪欧主张的以

“人类生命铁律” 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左翼学派联合会的倡议ꎬ 仍存在

乌托邦色彩浓厚、 缺乏现实解决方案等问题ꎮ
【关键词】 法国左翼ꎻ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ꎻ 负面优生学ꎻ 新共产主义

法国左翼学界以重视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剖析和强调共产主义思想的运动

观、 实践性及其实现条件著称ꎮ①特别是近些年来ꎬ 法国左翼学者在对资本主义

生产—再生产矛盾、 生命政治危机、 生态灾难和剥削方式隐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解析ꎬ 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释力ꎬ 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对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复兴共产主义思想极具启发性的观点②ꎬ 为消除资本主义弊端提

供了左翼方案ꎮ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全球肆虐则进一步为法国左翼分析与批判资本

主义危机的多重性和反思如何在新时代下复苏共产主义提供了新视角ꎮ

１２

∗

∗∗
①
②

本文系 ２０１８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基于 ‘防反相对主义’ 的中法对比研

究” (６３１８２０２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王彩霞ꎬ 语言学博士ꎬ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政治哲学及国别ꎮ

参见张忠胜: «进入 ２１ 世纪法国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探索»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ꎮ
参见张忠胜: «进入 ２１ 世纪法国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探索»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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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再生产危机与阶级矛盾的多重叠加

疫情背景下ꎬ 法国资本主义体制下日积月累的种种问题逐渐暴露: 失业率屡

创新高ꎬ 种族冲突加剧ꎬ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ꎬ 经济止步不前等ꎮ 在疫情导致健康

危机的同时ꎬ 也伴随着一场不容忽视的经济危机ꎬ 从而引发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ꎮ

(一) 疫情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矛盾

法国长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ꎬ 奉行国家对市场干预最小化的原则ꎬ 削减公

共服务投入ꎬ 推动公共部门私有化ꎬ 从而导致医疗系统无力应对疫情ꎮ 此外ꎬ 马

克龙执掌下的法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上踟蹰不前ꎬ 甚至提出前后矛盾的主张: 一方

面ꎬ 呼吁个人落实隔离防控责任ꎬ 以保证疫情防控的有效性ꎻ 另一方面ꎬ 继续鼓

励人们外出工作ꎬ 以保证生产继续运转ꎮ 这种犹豫不决被阿兰比尔 (Ａｌａｉｎ
Ｂｉｈｒ) 称为 “走走停停” 的策略ꎬ 导致法国疫情多次反复ꎬ 进而形成了一波又一

波的 “疫情潮” (ｖａｇｕｅ)①ꎬ 从而使法国一直深陷疫情泥潭ꎮ
事实上ꎬ 上述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矛盾在疫情大背景下被激化的

结果ꎮ 首先ꎬ 新自由主义催生的 “榨取”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ｆ) 式资本主义②决定了其必须

借助无限生产ꎬ 以满足其无限攫取利润的本性ꎮ 然而ꎬ 无限生产却不得不依靠无

限再生产来维持ꎮ 因此ꎬ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

的矛盾体: 如果生产是无限的ꎬ 那么必要的再生产就必须满足这一需求ꎮ③

其次ꎬ 再生产本身既包含生产关系的再生产ꎬ 又包含劳动力的再生产ꎮ 疫情

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一方面体现在对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破坏ꎬ 如 “人力资本” 竞

争白热化ꎮ 法国左翼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 指出: 新自由

主义的泛滥摧毁了社会保障体系ꎬ 削减了社会服务的投入ꎬ 导致工人既没有得到

充足的就业保障ꎬ 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失业救济ꎬ 从而使疫情带来的失业风险在很

大程度上造成人力资本竞争白热化ꎬ 迫使劳动者要么面对失业ꎬ 要么为求得工作

岗位而被迫接受低薪工作ꎬ 致使劳动者因失业或减薪而丧失购买力ꎬ 进而造成消

费环节受阻ꎮ④另一方面还体现为对劳动力再生产的破坏ꎮ 比如ꎬ 染疫会导致部

２２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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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巴尔将 “榨取式资本主义” 视为对 “绝对资本主义” 的一种诠释ꎮ 其表现在于对生命存在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的方方面面都实行 “商品化”ꎬ 这其中就涵盖了生命的再生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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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劳动主体丧失劳动能力ꎮ 同时ꎬ 糟糕的公共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无法为

该群体提供应有的保障ꎬ 从而降低了劳动者工作的意愿ꎬ 生育率也会随之降低ꎬ
致使劳动力严重短缺ꎮ 而作为经济关键的劳动力大面积缺口又会反向影响经济的

再生产ꎮ①

所以ꎬ 马克龙 “走走停停” 的策略正是这种困境下的无奈之举ꎮ 疫情严重

时ꎬ 限制人员流动以保护大众的健康安全ꎻ 疫情好转后ꎬ 又取消相应的保护措施

以恢复生产ꎮ② 而这一政策也暴露出资本主义在疫情下的左支右绌: 一方面ꎬ 资

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需要通过无限生产以便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

值ꎻ 另一方面ꎬ 只有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才能保证资本能够继续榨取剩余价值ꎮ③

可见ꎬ 法国疫情防控失当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ꎮ
资本主义以攫取最大利润为首要任务ꎬ 优先将所有资本投入高利润的生产行业ꎬ
从而极大挤压了对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公共健康行业的投入ꎬ 由此产生的健康危

机也直接导致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危机ꎮ 所以ꎬ 将生产置于再生产的优先位置使资

本主义无力解决这一矛盾ꎮ④ 在奥罗尔科奇林 (Ａｕｒｏｒｅ Ｋｏｅｃｈｌｉｎ) 看来ꎬ 解决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优先考虑再生产而非生产ꎬ 将资金重点投入最基本的食品和

卫生行业ꎬ 并推进相关医疗设备制造公司国有化ꎮ⑤

(二) 疫情加剧了 “工资铁律” 原则对无产阶级的压迫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全球工资报告ꎬ 受疫情影响ꎬ ２０２０ 年

上半年ꎬ 三分之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月工资有所下降或增长放缓ꎬ 其中女性和低

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所受影响更为严重ꎮ⑥ 法国左翼哲学家阿兰巴迪欧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 认为ꎬ 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本过度集中下

的 “工资铁律” (ｌｏｉ ｄａｉｒａｉｎ) 之间的耦合ꎮ⑦

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使其保持着控制劳动力成本的冲动ꎬ 通过资本主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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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制造了大量的过剩人口ꎬ 加之新自由主义下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削减ꎬ 使

得缺乏生活保障的劳动者为了竞争就业岗位而被迫接受低劳动报酬ꎬ 从而驱使工

资水平下滑至仅能糊口的最低水平ꎮ 这便形成了 “工资铁律”: 在资本利润不断

集中于资本家的同时ꎬ 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弱势劳动群体的薪资却始终维持在低水

平ꎬ 从而使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进一步加深ꎮ 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则促使 “工资铁

律” 将剥削从本国无产阶级扩展至全球无产阶级ꎮ 这是由于资本的全球化和国际

流通自由化ꎬ 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从 “中央编队” (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ꎬ 发达国

家) 转移到 “外围编队” 中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éｒｉｐｈéｒｉｑｕｅꎬ 发展中国家)ꎬ 使得亚非拉

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民成为 “中央编队” 下游产业链上的廉价劳动力ꎬ 大大扩展

了劳动力后备军的规模ꎬ 从而将 “外围编队” 的无产阶级卷入全球劳动力竞争ꎬ
导致其被迫接受低廉的工资待遇与恶劣的工作条件ꎮ① 正如左翼哲学家乔治加

斯托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Ｇａｓｔａｕｄ) 所述: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垄断型寡头企业和寡头政

治体制打破了国家边界ꎬ 同时也将其危机转嫁给了全球ꎮ②

疫情和全球化的叠加成倍放大了 “工资铁律” 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ꎮ
一方面ꎬ “中央编队” 国家的工人因为疫情防控和经济危机造成的停产停工而面

临失业风险ꎬ 为竞争有限的工作岗位ꎬ 在接受低薪并承受更严重的剥削的同时还

要承受更高的染疫风险ꎬ 但这种风险和后续治疗成本全由劳动者承担ꎮ 另一方

面ꎬ “中央编队” 国家通过实行不平等的全球化产业分工ꎬ 将最容易染疫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 “外围编队” 国家ꎮ 当 “中央编队” 国家可以执行防控政

策停工停产时ꎬ 却以合同毁约赔偿和搬迁工厂为要挟ꎬ 逼迫 “外围编队” 国家

的工人不间断生产ꎬ 以为其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ꎮ 它们在通过不平等的产业分工

和价格剪刀差剥削这些工人的同时ꎬ 也将染疫风险和治疗成本转嫁给了他们ꎬ 甚

至还通过国内外工人的相互竞争ꎬ 进一步压低双方工资ꎬ 以攫取更多利润ꎮ
面对疫情下资本主义 “工资铁律” 对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压迫ꎬ 左翼学者哈

德琳克鲁埃 (Ｈａｄｒｉｅｎ Ｃｌｏｕｅｔ) 和马克西姆奎朱 (Ｍａｘｉｍｅ Ｑｕｉｊｏｕｘ) 呼吁无产

阶级树立工资意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ａｌａｒｉａｌｅ) 甚至工薪阶层意识ꎬ 通过各种形式的罢

工抗议活动来开展阶级斗争ꎬ 以便将无产阶级从 “工资铁律” 中解放出来ꎮ 例

如ꎬ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针对法国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和严重缺少必备防护物资等

问题ꎬ 开展了一系列的罢工维权活动ꎮ 此外ꎬ 两位学者还认为 “工资意识或工薪

阶层意识” 还体现在无产阶级内部发起的团结互助行为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ꎬ 如克勒兹

省的失业裁缝为医护人员和社工制作口罩ꎬ 马赛市麦当劳处于罢工状态的员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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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场所作为弱势群体的互助平台等ꎮ
在两位学者看来ꎬ 如果抗议罢工运动是与资本的正面斗争ꎬ 那么无产阶级内

部的互助行为则起到凝聚斗争力的作用ꎮ 就本次疫情引发的危机而言ꎬ 工薪阶层

拥有的权利和工资意识或工薪阶层意识则是应对这场危机的关键ꎮ①

二、 负面优生学催生变相屠杀

疫情下ꎬ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映的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ꎬ 更是政治和意

识形态问题ꎮ 巴里巴尔曾指出: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更像是一场精神危机ꎬ 是人类

在几种价值体系之间以激进或暴力的方式展现出的社群观、 生死观和人类观的问

题ꎮ 疫情使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甚至是被社会遗弃ꎬ② 由此产生出了更多且更为

复杂的社会问题ꎬ 如社会达尔文主义 ( ｄａｒｗｉｎｉｓ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 和负面优生学

(ｅｕｇéｎｉｓｍｅ ｎéｇａｔｉｆ) 的回魂等问题ꎮ

(一) 负面优生学的回魂

负面优生学也称消极优生学ꎬ 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派生而来的优生学理念ꎬ
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ꎮ③ 其目的是借助进化论思想中的 “自然选

择” “适者生存” “优胜劣汰” 理念ꎬ 实现去除 “劣质人种”ꎬ 达到人种优化的目

的ꎮ 该理论一度被用来论证人种优化论、 种族主义、 法西斯主义、 纳粹主义以及

阶级矛盾 等 现 象 的 合 理 性ꎮ④ 事 实 上ꎬ 被 认 为 是 现 代 生 命 政 治 下 治 理 术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 手段之一的优生学ꎬ 特别是打着 “适者生存” “劣质淘汰”
旗号的负面优生学ꎬ 本质上就是一种为阶级或种族偏见服务的伪科学ꎬ 是基于人

口、 禀赋、 属地、 国家、 种族甚至阶级这几大要素进行的结构性歧视的政治

手段ꎮ⑤

疫情的蔓延使负面优生学在德国纳粹覆灭后的今天以更隐蔽的形式死灰复

燃ꎮ 巴里巴尔认为ꎬ 资本主义政府在疫情防控上采取的措施看似同等对待所有群

体ꎬ 但实际上并不公平ꎬ 也无法做到保护所有人ꎮ 普遍存在的阶级、 种族和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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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结构性差异使得人们无论是在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还是预防风险的能力上都是不

平等的ꎬ 而这种不平等的加剧会转化成人类学意义上的差异ꎬ 即人类社群的内部

分化ꎬ 从而为实施负面优生学创造了基础ꎮ① 具体而言ꎬ 这场健康危机会淘汰掉

那些低收入、 低社会保障、 低健康水平的弱势群体ꎬ 加剧各阶层、 区域、 职业尤

其是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ꎬ 等于是在传统的结构性歧视的基础上又为边缘群体附

加一个疫情背景下的局势性歧视ꎬ 从而放大了负面优生学的效应ꎮ②

左翼学者丹尼尔塔努罗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ａｎｕｒｏ) 也指出ꎬ 疫情期间美国政客呼吁

对新冠病毒抵抗能力更弱的老年人牺牲自己以拯救经济和所谓的 “自由” 的行

为ꎬ 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负面优生学的集中体现ꎮ③ 由此甚至触发了美国和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神秘主义、 谣言和诅咒等非理性行为的复现ꎮ④ 然而ꎬ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却往往把自己描绘成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捍卫

者ꎮ 他们一边占据道德制高点谴责某些资本家的阴谋ꎬ 一边却悠然享受着资本主

义自由竞争表象下弱肉强食所带来的利益ꎬ 以牺牲他人和地球环境为代价来致

富ꎮ 道貌岸然的 “自由” 和 “自然法则” 的面具下ꎬ 隐藏着古老的法西斯主义

的本质: 支配、 剥削、 消灭ꎮ⑤

更严重的是ꎬ 疫情加重的局势性不平等并非孤立存在ꎬ 而是系统性的交

叉⑥ꎬ 由此导致了种族冲突的激增ꎮ 正如左翼哲学家阿兰布罗萨特 (Ａｌａｉｎ
Ｂｒｏｓｓａｔ) 所言ꎬ 疫情下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ꎬ 体现出的

不仅是生命的不平等和负面优生学的再现ꎬ 更严重的是由此产生的种族主义和仇

外心理的再次升级ꎮ 疫情下ꎬ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美国等国政府挤压的是弱

势群体———居无定所的外来移民、 养老院中的老人、 不稳定工作者和无家可归者

的生命权ꎮ 面对疫情的威胁ꎬ 生命机会的不平等已成为一些国家的大丑闻ꎮ 在统

治者和精英眼中ꎬ 最弱者 (所谓 “无用之人” ) 被认为是消耗性的ꎮ⑦令人讽刺

的是ꎬ 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却自称是 “民主和人权的引领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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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与对共产主义的再认识

随着疫情下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显现ꎬ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急于转移人民对疫

情防控失败的注意力ꎬ 不断将这一卫生问题政治化ꎬ 通过病毒溯源和造谣抹黑等

伎俩煽动国民对中国的种族主义和敌对心理ꎮ① 对此ꎬ 巴里巴尔揭露道ꎬ 美国的

种族主义根深蒂固ꎬ 这场疫情使其产生了新的表现形式ꎮ 通过对中国的指责自欺

欺人地产生一种虚幻的自我道德满足感ꎬ 并在将种族敌意转向中国的同时ꎬ 借助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共鸣来徒劳应对中国的崛起ꎮ②因此ꎬ 疫情背景下资本

主义社会暴露出的种族冲突问题ꎬ 并非疫情单方面冲击的结果ꎬ 而是深埋资本主

义社会已久的内在矛盾和疫情危机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ꎮ 如果说前者是资本主义

社会公平、 正义缺失的内因的话ꎬ 后者则是加速这一问题爆发的重要催化剂ꎮ

(二) 由主动屠杀转向变相屠杀

布罗萨特曾指出ꎬ 现代生命政治制度下的统治者被赋予了维持人民生命的任

务ꎮ 他们是人类生命的守护者ꎬ 或者说是 “活着的 (人类) 牧羊人”ꎮ 疫情时

代ꎬ 正统的人权与生命政治理性之间的冲突从未如此激烈ꎮ③特别是疫情暴发初

期ꎬ 资本主义国家ꎬ 因医疗资源短缺而选择评估病患生存率的高低ꎬ 并据此做出

了任由部分病人自生自灭的决定ꎮ 这种对病患的分流筛选与纳粹分子在集中营中

选择将一部分有技能的人送去劳动而将剩下的 “无用之人” 送去毒气室集体销

毁的行为并无差别ꎮ④

这种对病患的分流方式等于是通过不救治的行为放任底层人民死亡ꎬ 进行变

相屠杀ꎮ 从福柯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看ꎬ 现代化统治制度往往是以 “所有人的利

益” 的名义ꎬ 通过将一部分人置于死亡之地ꎬ 来保全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可能ꎮ⑤

这种对部分民众生命权利的裁决ꎬ 虽然也被认为是传统权利中对顺民的生与死裁

决的体现⑥ꎬ 却采取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 放任死亡ꎮ 正如福柯在 «认知的意

识» 中所述: “我们甚至可以说旧体制的生杀大权已经被 ‘让’ 人活和 ‘不让’
人死的权利取代了ꎮ”⑦ 因此ꎬ 布罗萨特指出ꎬ 当代生命政治体制下ꎬ 在环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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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ｔｒｅｔｅｍｐｓ ｅｕ /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ｎｄｅｍｉｅ￣ｃｏｖｉ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ｏｓｓａｔ / 

Ａｌａｉｎ Ｂｒｏｓｓａｔꎬ “ Ｌｅ ‘ ｓｔｙｌｅ ｔａｒｄｉｆ’ ｄｅ ｌａ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ａｎｄéｍｉｅ ｅｔ ｓé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ｔｒｅｔｅｍｐｓ ｅｕ /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ｎｄｅｍｉｅ￣ｃｏｖｉ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ｏｓｓａ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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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倾向于压制历史范式①的普遍背景下ꎬ 疫情中的资本主义利用现代权利模式ꎬ
采取了一种更为隐蔽的 (甚至狡猾的) 以放任其死亡取代主动杀戮的做法ꎮ②所

以ꎬ 布罗萨特认为ꎬ 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已进入一个生命政治的新时代: “晚
期生命政治”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ｔａｒｄｉｖｅ)③ 时代ꎮ④

事实上ꎬ对于布罗萨特而言ꎬ如果说生命政治核心的转折点在于实施对人民生

命负责的各种措施ꎬ那么这些措施只能存在于一种包容的维度中ꎬ譬如所有女性都

可以享有乳腺癌筛查的福利ꎬ所有男性也都可以获得同等的保障(结肠癌或前列腺

癌等)ꎮ 然而ꎬ疫情大背景下ꎬ在生命政治机器证明其价值之时ꎬ“让所有人活”却
隐含了另一范式:人类计划性地抛弃或放弃ꎮ 这是因为ꎬ显而易见的是并非所有生

命体都可以被动员ꎬ以满足和优化发展生产力的需求ꎮ⑤

三、 对共产主义的本土化再认识

疫情背景下ꎬ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的上述问题ꎬ 使法国左翼学界普遍意

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从资本主义体制这个根源入手ꎬ 通过复苏共产主义

思想ꎬ 尝试以共产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方案ꎮ⑥

(一) 联合全球先进力量ꎬ 以 “人类生命铁律” 复苏 “共产主义” 新思潮

正如巴里巴尔所言ꎬ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已未必适用于今天的

资本主义社会ꎮ 事实上ꎬ 任何新事物、 新体制的发展都涉及本土化的问题ꎮ 为

此ꎬ 巴迪欧曾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 “战时” 的共同敌人ꎬ 迫使资本主义国

家只能通过将当权阶级的利益与更普遍的利益结合ꎬ 以稳定当前局势ꎮ⑦ 尽管如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布罗萨特的 “历史范式” 是一种自然界的范式ꎬ 是人们在自然界中具备的最直接也最不容置疑的

对历史的直觉ꎬ 进而从自然界历史发展视角去看待问题ꎬ 譬如政治或革命政治都从属于这种历史范式ꎮ
“环境范式” 则是从重大的环境危机去看待或分析问题ꎬ 例如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在环境范式下常被处

理成如福岛核事故般的问题ꎬ 而不是 “历史范式” 下反映的一个政治问题ꎮ “环境范式” 取代 “历史范

式” 也正是当代生命政治的一种体现ꎮ
Ａｌａｉｎ Ｂｒｏｓｓａｔꎬ “ Ｌｅ ‘ ｓｔｙｌｅ ｔａｒｄｉｆ’ ｄｅ ｌａ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ａｎｄéｍｉｅ ｅｔ ｓé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ｔｒｅｔｅｍｐｓ ｅｕ /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ｎｄｅｍｉｅ￣ｃｏｖｉ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ｏｓｓａｔ / 
布罗萨特参照托洛茨基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 (Ｅｒｎｅｓｔ Ｍａｎｄｅｌ) 的 “晚期资本主义” 概

念和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提出的 “晚期风格” 的理念ꎬ 将疫情时代统治阶层通过

“变相屠杀” 实行的生命政治定义为 “晚期生命政治”ꎮ
Ａｌａｉｎ Ｂｒｏｓｓａｔꎬ “ Ｌｅ ‘ ｓｔｙｌｅ ｔａｒｄｉｆ’ ｄｅ ｌａ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ａｎｄéｍｉｅ ｅｔ ｓé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ｔｒｅｔｅｍｐｓ ｅｕ /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ｎｄｅｍｉｅ￣ｃｏｖｉ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ｏｓｓａｔ / 
Ａｌａｉｎ Ｂｒｏｓｓａｔꎬ “ Ｌｅ ‘ ｓｔｙｌｅ ｔａｒｄｉｆ’ ｄｅ ｌａ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ａｎｄéｍｉｅ ｅｔ ｓé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ｔｒｅｔｅｍｐｓ ｅｕ /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ｎｄｅｍｉｅ￣ｃｏｖｉ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ｏｓｓａｔ / 
参见王彩霞: «法国汉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果的认识与启示»ꎬ «法国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ꎬ“Ｓｕｒ 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éｐｉｄéｍｉｑｕｅ”(Ｍａｒｓ ２６ꎬ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ｑｇ.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２０ / ０Ｓ３ / ２６ / ｓｕｒ￣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ｑｕｅ￣ｐａｒ￣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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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 巴迪欧却认为: 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全球疫情ꎬ 对法国这类国家政治层面的

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ꎮ① 然而ꎬ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ꎮ
针对当前全球形势ꎬ 巴迪欧提出了一项倡议: 创立一个汇集了世界各地知识

分子、 工人、 艺术家及各个民族男女老少的学派ꎬ 并通过集会以人类生命铁律

(ｌｏｉｓ ｄｅ ｌａ ｖｉｅ ｄｅｓ ｇｅｎｓ) 为基本原则开展新思潮运动ꎮ② “人类生命铁律” 的概念

是相对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资铁律提出的ꎬ 其宗旨在于以保护与保障人们最基

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需求为基本原则ꎬ 借助学派的集体力量ꎬ 向弱势群体提供物

质和行政援助ꎬ 如爱心食堂、 急救药房等ꎮ 此外ꎬ 这一理念还涉及弱势群体居住

条件ꎬ 维权性援助服务等涵盖了人类生命与生活权利的方方面面的思考ꎮ③巴迪

欧强调这种人类生命铁律需要以条例的形式落实ꎬ 并且这些具体条例需要被人们

承认ꎬ 进而被人们遵守ꎮ 在此期间ꎬ 条例的制定和落实则需要整个国际学派联合

会共同努力ꎮ
为此ꎬ 巴迪欧表示ꎬ 未来国际学派联合会将是一个复苏共产主义的重要阶

段ꎮ 由此将会诞生超越现有虚假民主式资本主义的新体制ꎮ④巴迪欧的这一倡议

立刻得到了法国著名出版社伽利玛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的积极响应ꎬ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以公益的形式线上、 线下同时出版了 «危机手册»⑤ꎬ 其中汇集了各行各

业、 各个阶层甚至不同民族的人们对疫情危机的政治学、 经济学和社会学思考ꎮ
与此同时ꎬ 巴里巴尔和比尔也曾发表过类似观点ꎮ 巴里巴尔指出: 新冠病毒感

染疫情正在为 “联合” 各种抗议性政治运动或在它们之间建立等效链 (ｃｈａîｎｅｓ
ｄé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创造条件ꎮ⑥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这种等效链理念来源于阿根廷政治学

家厄尼斯特拉克劳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 的理论ꎬ 其作用在于可以实现政治力量的

有效凝聚ꎬ 以便进一步推进革命进程ꎬ 并实现一种普适性的统一ꎮ⑦

与巴里巴尔相比ꎬ 比尔的观点似乎更为接近巴迪欧 “人类生命铁律” 的主

张ꎮ 比尔表示ꎬ 面对当前局势ꎬ 我们迫切需要明确界定一套具体维护民众阶层利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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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方案ꎬ 并最大程度地动员周围群众ꎬ 通过集体行动开展相关运动ꎮ 资本主义

内部矛盾的加剧要求我们完成一项波及面更广但也更令人振奋人心的使命: 实现

对资本主义的革命ꎬ 即共产主义ꎮ①巴里巴尔补充道ꎬ 寻找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

关键ꎬ 并非追寻传统意义上的过于缥缈甚至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ꎬ 而是要把共产

主义看作一种具有可行性的实践和生活方式ꎬ②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顺应新形

势的新共产主义制度ꎮ③

(二) 重塑国家概念与重建公共服务作为新共产主义的起点

巴里巴尔曾指出ꎬ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无法摆脱国家干预———
金融干预、 压制性干预、 监管干预、 恢复性干预、 适应性干预ꎮ 疫情的不断发展

证明国家才是应对疫情的关键所在ꎬ 被新自由主义削弱得羸弱不堪的国家必须得

以重建ꎮ 巴里巴尔多次呼吁: 应在当前形势下ꎬ 思考如何重塑广义 “国家” 概

念ꎬ 特别是要反思如何在对新自由主义纠偏的基础上重塑 “国家” 概念ꎮ④巴里

巴尔主张国家应该集财政预算、 货币政策和承担公共服务于一体ꎬ 以便为适应社

会需求提供保障ꎮ 这种公共服务涵盖了分担意识甚至无私忘我的精神、 公民责任

和共同意识ꎬ 而这些都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拥有的ꎮ⑤

事实上ꎬ 在巴里巴尔看来ꎬ 此次疫情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ꎬ 它揭示了公共

服务在国家与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 之间扮演的重要角色ꎮ 而对公共服务的重建ꎬ
也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新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起始点ꎮ⑥这是由于公共服务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被认为是个人和集体生存的必要条件ꎬ 或者说是个体为了继续有人

性地生活而连接彼此的必要条件ꎮ⑦因此ꎬ 公共服务可以说是联结国家与共同体

的重要纽带ꎮ
为实现从国家到共同体的转变ꎬ 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显得尤为关键ꎮ

为此ꎬ 比尔呼吁: 在强调个人之间合作与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下ꎬ 将社团、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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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组织等社会化场所作为集体行动的依托和社会解放的手段ꎬ 并开展相关运

动ꎬ 以迫使当局承认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属性ꎬ 而保障这一属性的基础就是必须存

在一个独立于私人利益之外的公共卫生机构ꎮ 换言之ꎬ 就是借助一切 (政治或非

政治性的) 社会力量与统治阶级进行博弈ꎬ 迫使其承认公共卫生的公益性质ꎬ 并

建立非私人利益性质的公共卫生机构ꎮ①

而在国家层面ꎬ 巴里巴尔则提出: 由国家管理的公共服务除了必须独立于私

人利益之外ꎬ 还需要国家在市场和行业竞争方面给予保护ꎮ②与巴里巴尔相比ꎬ
比尔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举措ꎬ 他指出: 国家必须保障医疗人员的正当权益ꎬ 并推

动从城市医疗到跨国制药公司的整个卫生系统进行社会化转型ꎮ 在疫情治理中ꎬ
当权者需将全民健康保障作为首要任务ꎬ 特别是要优先保护为工作和生活条件所

迫的最易感人群ꎮ 此外ꎬ 国家应取消疫苗的专利权ꎬ 并以成本价提供疫苗ꎮ 在此

基础上ꎬ 必须强制 “中央编队” 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 的统治者资助周边国家

(发展中国家)ꎬ 以实现全球人口快速大规模疫苗接种ꎮ③

在公共服务运转层面ꎬ 巴里巴尔指出: 公共服务应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公共行

为逻辑ꎮ 在横向层面上ꎬ 这种逻辑指的是 “社会团结、 平等合作和互惠服务”
的逻辑ꎬ 甚至可以说ꎬ 以国家为主体的公共服务需要体现的正是一种共同体

(ｃｏｍｍ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意识ꎮ④ 而要形成这种共同体意识ꎬ 还需要在公民层

面加强公民集体责任感建设ꎬ 并强调公民的自我意识特别是自我集体意识的重要

性ꎮ 为此ꎬ 巴里巴尔指出: “ (我们) 需要全体公民包括患者及其周围人员ꎬ 以

及他们的雇主在疫情中采取措施以应对其所带来的危机ꎬ 并支持医护人员ꎬ 以确

保恢复公共服务的完整性和行动能力ꎬ 以及更广泛、 更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ꎮ⑤

比尔则积极主张全民接种疫苗ꎬ 并将其上升至公共卫生共同利益的道德性责

任高度ꎬ 且将其视为集体承担个人医疗费用的必要条件ꎮ 此外ꎬ 比尔还强调对当

权者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现有的失败的抗疫策略ꎬ 采取呼吁有针对性的个人动

员ꎬ 并针对具体排斥接种情况施予科学合理的解释ꎬ 而非通过限制人身自由和以

降薪或失业为威胁来迫使人们接种疫苗ꎮ 必须将当前抗击疫情的斗争视为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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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动ꎬ 而非警察的暴力行动ꎮ①

为此ꎬ 巴里巴尔总结道: 我们需要某种共同体性质的意识形态ꎮ 更确切地

说ꎬ 我们需要的是一群懂得反思的积极大众ꎬ 这些大众能在普遍智慧或自身能力

的引导下自发地思考、 计划、 组织互助与合作ꎬ 并且通过从地方层面到国家乃至

全球层面的公民集会来逐步实现这一目标ꎮ 这意味着需要实施普通公民的民主化

管理制度ꎮ 事实上ꎬ 公共服务的理念正是共同利益的实现ꎮ②

四、 总结与反思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尽管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管理技术革新、 矛盾转嫁和自我调

整完善等手段ꎬ 力图缓和阶级矛盾ꎬ 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改

变ꎮ③法国左翼学界从底层大众的经济社会问题着手ꎬ 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和生命政治学等理论ꎬ 对疫情下法国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 种族冲突和阶级矛

盾加剧、 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等问题的剖析与批判具有一定的见地ꎬ 深刻地揭示了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总爆

发的导火索ꎮ 在对新共产主义的探索上ꎬ 法国左翼学者以疫情中折射出的问题为

契机ꎬ 主张先进力量和先进思想的碰撞与联合ꎬ 以开启共产主义思潮的复苏之

路ꎬ 对促进共产主义思想传播ꎬ 推动资本主义变革具有积极意义ꎮ
巴里巴尔曾写道:“正是这场危机催生了实践共产主义的高光时刻ꎮ”④ 尽管

如此ꎬ 法国左翼学者对新共产主义的探索仍存在乌托邦化甚至带有较为浓厚的伦

理社会主义痕迹等问题ꎮ 从理论层面来看ꎬ 法国左翼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哲

学和道德的批判还停留在纯理论研究的层面ꎬ 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经济变革

方案ꎬ 恐使其最终陷入空想的泥潭ꎮ 从实践层面来看ꎬ 法国左翼学者未能将其设

想转化为实际行动ꎬ 加之长期脱离群众ꎬ 难以有效凝聚反资本主义力量ꎬ 进而无

法真正撼动资本主义的根基ꎮ
如巴迪欧复苏共产主义的主张实质上还停留在学院派的脱离群众的理论性探

索ꎮ 因此ꎬ 这种以人类生命铁律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左翼学派联合会的倡议ꎬ 仍显

缥缈且理想化ꎬ 其可行性还有待商榷ꎮ 与此相比ꎬ 巴里巴尔的观点相对更为实

际ꎬ 其重塑广义国家概念对新自由主义的纠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ꎬ 是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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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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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ｎｄéｍｉｑｕｅ: ｑｕｉ ｓｕｉｓ￣ｊｅ ｄａｎｓ ｃｅ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ｍｏｎｄｅ?ꎬ Ｌｉｓｂｏｎｎｅ: ＣＥＤＩ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５１

参见遇荟: «法国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审视»ꎬ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ꎮ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ꎬ“ Ｅｎｔｒｅ ｌＥｔａｔ ｅｔ 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ꎬ ｉｎ Ｓｏｒａｙａ Ｎｏｕｒ Ｓｃｋｅｌｌꎬ ｅｄ.ꎬ Ｃｒｉ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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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与对共产主义的再认识

义彷徨期对替代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尝试ꎬ 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如何确保公共

服务体系有效建立上未能给出具体方案ꎮ 此外ꎬ 就如何在一系列抗议政治运动之

间建立等效链的问题上也缺乏实践性的反思ꎮ 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

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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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之因∗

徐　 振∗∗

【摘　 要】 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

的现实主义大师ꎮ 这一判断在高度赞扬巴尔扎克的同时ꎬ 也对以左拉

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进行了贬低ꎬ 亦即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评价ꎮ
究其原因ꎬ 在于恩格斯的评价标准与左拉创作特点的冲突ꎮ 自然主义

文学的形成是欧洲科学精神向文学领域的渗透ꎬ 左拉的小说追求真实ꎬ
以科学精神为思想主导ꎬ 注重考察人物的生理遗传属性和所处的外部

环境ꎮ 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为现实ꎬ 追求真实是内涵之一ꎬ
但更注重历史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ꎻ 他评价文学作品的隐

性标准为政治倾向ꎬ 更注重人的社会属性ꎮ
【关键词】 恩格斯ꎻ 自然主义ꎻ 现实ꎻ 政治倾向

在新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ꎬ 长期以来我们对以法国作家左拉为代表

的自然主义文学秉持否定的、 负面的评判ꎮ 这种否定的、 负面的评判既因苏联的

立场不断得到强化ꎬ 也因国内研究者的政治批判而不断得以确证ꎬ 同时还因影响

力甚大的教材而得到推广ꎮ
在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中ꎬ 自然主义意味着政治上的反动ꎮ 如在苏联关于思

想问题的历史性决议中ꎬ 自然主义与形式主义并称为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 “不可

调和的敌人”①ꎮ «苏联大百科全书» 则将自然主义定位为 “资产阶级艺术和文学

４３

∗

∗∗

①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项目号: ２０１９Ｊ０１３) 阶

段性成果ꎮ
徐振ꎬ 文学博士ꎬ 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讲师ꎬ 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伦理学与当代强军伦理

建设研究中心人员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ꎮ
[苏联] 布洛夫: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反对艺术中的自然主义»ꎬ 金诗伯、 吴富恒译ꎬ 新文艺

出版社 １９５２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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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ꎬ 是 “社会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ꎮ① 即便是后期修

订过的 «苏联大百科全书»ꎬ 对自然主义的定位依然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

色彩ꎬ 重点强调自然主义是 “资产阶级文化所产生的思想意识上和风格体裁上的

一种倾向ꎬ 而且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艺术方法”② 以及它与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的格格不入ꎮ 受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ꎬ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 国内研

究者也多从政治批判的角度看待自然主义ꎮ 如吴富恒认为自然主义者在描写真实

生活时仅仅强调平凡事实与琐碎细节ꎬ 自然主义 “拒绝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主要

的、 本质的东西ꎬ 拒绝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③ꎮ 再如ꎬ 吕恩谊认为

自然主义者 “往往死抱住某一地某一事的现象ꎬ 要求绝对确实地照样翻版ꎬ 这就

注定了他们不能抓到事物的本质ꎬ 因而不免歪曲了现实ꎮ 他们以 ‘真实’ 为口

号冒充现实主义者ꎬ 其实他们的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论ꎬ 他们是和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反映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毫无相通之处的”④ꎮ 周扬 １９５８ 年发表在 «红
旗» 上的 «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ꎬ 将自然主义定位为 “鼠目寸光”ꎬ 是

对现实主义的 “歪曲和庸俗化”⑤ꎬ 为自然主义的性质定了基调ꎮ
除此之外ꎬ 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 文学史等教材对自然主义的 “反动” 属

性的定位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如影响甚大的以群主编的高校教材 «文学的

基本原理»ꎬ 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完全对立起来ꎬ 指出: “现实主义作家如果

缺乏远大的目光、 积极的思想ꎬ 在观察生活、 反映生活时ꎬ 只局限于一些表面

的、 局部的真实ꎬ 而看不到真正典型的、 本质的东西ꎬ 就容易把现实主义庸俗

化ꎬ 而庸俗的现实主义ꎬ 就很容易流为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ꎮ 自然主义在表面上

似乎跟现实主义相近ꎬ 实质上却正好是它的反面ꎮ”⑥ 著名学者杨周翰先生等主

编的高校教材 «欧洲文学史» 亦认为ꎬ 自然主义作家 “用自然规律来代替社会

规律ꎬ 抹杀人的阶级性把艺术创作和实验科学等同起来ꎬ 实际上是取消了艺

术的存在ꎮ 根据自然主义原则写成的作品ꎬ 总是着重对生活琐事、 变态心理和反

常事例本身的详细描写ꎬ 缺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概括ꎬ 歪曲事物的真相ꎬ 模糊

事物的本质ꎬ 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ꎬ 丧失对社会前途的信心”⑦ꎮ 教材中的这一

观点在李赋宁先生主编的教材 «欧洲文学史» 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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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自然主义»ꎬ «美术» １９５６ 年第 ５ 期ꎮ
«自然主义»ꎬ «文艺理论研究»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ꎮ
吴富恒: «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ꎬ «文史

哲» １９５５ 年第 １ 期ꎮ
吕恩谊: «艺术的真实不是事实的实录———对王琦的 “画家应该重视生活实践” 的意见»ꎬ «美

术» １９５５ 年第 １０ 期ꎮ
谢冕总主编: «中国新诗总论 １９５０￣１９７６»ꎬ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２３２ 页ꎮ
以群主编: «文学的基本原理» 上册ꎬ 作家出版社 １９６４ 年版ꎬ 第 ２５８ 页ꎮ
杨周翰、 吴达元、 赵萝蕤主编: «欧洲文学史» 下卷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ꎬ 第 ２８０ 页ꎮ
参见李赋宁主编: «欧洲文学史» 第 ２ 卷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４６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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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仍然有研究者对自然主义继续秉持否定的立场ꎬ 如

徐德峰认为自然主义一方面企图消解精神的人ꎬ 用没有灵魂的动物代替对人的全

部理解ꎬ 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的价值取消艺术存在的价值与权利ꎬ 造成 “人与艺

术的双重失落”①ꎮ 但不可忽视的是ꎬ 国内学界在对待自然主义文学遗产的评价

上出现了转向ꎬ 从此前的简单的政治批判转向了深入的学理探索ꎬ 如于思曼认

为ꎬ 自然主义是 “对现实的耐心研究ꎬ 就是观察细节所得的整体”②ꎮ 金嗣峰认

为左拉的创作与现实主义大师之间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ꎬ 自然主义是 “一个在世

界文学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文学流派”③ꎮ 柳鸣九先生认为ꎬ 从左拉在德雷

福斯案件中的表现到他的 «卢贡马卡尔家族» 这种社会史小说创作的种种情

况来看ꎬ 左拉堪称巴尔扎克的 “伟大后继者”④ꎮ 吴岳添先生从折中调和的角度

看待恩格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ꎬ 认为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某些话当作 “一字不改的

经文”ꎬ 恩格斯这一评价的重点是称赞巴尔扎克ꎬ 这就如同讲 “太阳比月亮明亮

得多ꎬ 意思不是贬低月亮而是赞美太阳”⑤ꎮ 曾繁亭则从左拉所追求的真实感出

发ꎬ 论证了自然主义文学的科学化倾向ꎬ 这种倾向并不是要将文学 “化” 为科

学ꎬ 而是 “避免作品流于观念的虚妄与描写的虚幻”⑥ꎮ 此外ꎬ 还有研究者从文

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着手论证自然主义文学对 ２０ 世纪崛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先导

之功ꎮ 如蒋承勇先生认为ꎬ 意识流小说实则是一种心理的自然主义ꎬ 是生活现实

与心理现实的合流ꎬ 在表现主义的作品中ꎬ “作者所遵循的是细节和人物内心感

受的绝对真实自然”ꎬ 象征主义也不乏自然主义的倾向与痕迹ꎮ⑦ 曾繁亭也认为ꎬ
自然主义对生理学的重视ꎬ “为 ２０ 世纪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武器专事揭示 ‘自
我’ 内心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事先进行了一次开创性的探索和实验”⑧ꎮ

追根溯源ꎬ 对自然主义的否定并不始于苏联ꎬ 而是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对左

拉的评价ꎮ １８８８ 年ꎬ 恩格斯在给作家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书信中高度赞扬了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ꎬ 因为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 为世人提供了一部法国社

会无比精彩的 “现实主义历史”ꎮ 恩格斯在赞美巴尔扎克的时候采用了刻意贬低

左拉来褒扬巴尔扎克的方式: “巴尔扎克ꎬ 我认为他是比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一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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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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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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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峰: «自然主义: 人与艺术的双重失落»ꎬ «学术月刊»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ꎮ
[法] 于思曼: «试论自然主义的定义»ꎬ 博先俊译ꎬ «文艺理论研究»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ꎮ
金嗣峰: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与创作———兼论对 ‹小酒店› 的批评»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１９８３ 年

第 ２ 期ꎮ
柳鸣九: «关于左拉的评价问题 (二) ———对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与左拉论断的质疑»ꎬ «外国文

学评论» １９８９ 年第 ２ 期ꎮ
吴岳添: «全面理解恩格斯对左拉的评价»ꎬ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ꎮ
曾繁亭: « “真实感” ———重新解读左拉的自然主义文论»ꎬ «外国文学评论»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蒋承勇等: «欧美自然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ꎬ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１９７ ２００ 页ꎮ
曾繁亭: «自然主义: 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兼论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ꎬ «东岳论丛»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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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ꎮ”① 故恩格斯在评价现实主义伟大的同时

实际上也形成了对自然主义的否定评价ꎬ 这一否定评价影响到苏联官方意识形态

的判断ꎬ 进而也对我国学界造成了持久深远的影响ꎮ
此处的核心问题是ꎬ 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伟大为什么非要以贬低左拉作为

前提条件? 他完全可以只称赞巴尔扎克而不必对左拉给出否定评价ꎮ 论者认为ꎬ
要准确理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ꎬ 需要从左拉创作的特点和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

标准两个维度进行考察ꎬ 也就是说ꎬ 只有将作家的创作特点和评论家的标准分析

清楚ꎬ 才能理解和把握恩格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的形成之因ꎮ

一、 左拉创作的特点: 自然科学精神向文学创作的渗透

１８８８ 年恩格斯对左拉给出 “否定性” 评价时ꎬ 左拉已经 ４８ 岁ꎮ 但是ꎬ 无论

是从他的代表性理论批评著作问世时间②ꎬ 还是从他的自然主义小说创作实践

看ꎬ 左拉的创作风格已基本定型ꎮ 故此ꎬ 我们可以认为恩格斯所讲的 “过去、 现

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 指向的ꎬ 就是这种成熟的自然主义风格ꎮ
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基础是欧洲文明中自然科学的发展ꎬ 自然主义文

学的形成本质上是科学精神向文学创作进行渗透的结果ꎮ 约翰西奥多梅尔

茨在谈到中世纪的欧洲时ꎬ 认为科学精神是 １９ 世纪欧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ꎬ
中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 “科学的世纪”③ꎮ 相较于欧洲其他各国而言ꎬ 法国尤

为注重致力于科学的普及ꎬ 其优雅文学在中世纪就 “带上了现代科学思想的深

刻烙印”④ꎮ 左拉在这种时代精神的熏陶之下ꎬ 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创作理念ꎬ
其中泰纳在 «批评和历史论文集» 中对自然主义的界定ꎬ 以及法国医生吕卡斯

的 «自然遗传的哲学和生理学论著»、 勒图尔诺医生的 «情欲生理学»、 达尔

文的 «物种起源»、 莫洛的 «关于梦与疯狂状态同一性问题»、 生理学家克洛

德贝尔纳的 «实验医学研究导论» 等ꎬ 都是左拉形成自然主义文艺原则的理

论资源ꎮ 而这些著作大多是以现代科学研究人的生理特征、 遗传本能ꎬ 因此ꎬ
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也重在表现人仅仅是更为高级的动物ꎬ 他的性格与行为完

全受遗传因素与环境的制约ꎬ 他的各种本能则由他出生的家庭、 阶层、 环境的

社会经济力量所决定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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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０ 卷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５７０ 页ꎮ
左拉的 «我的恨» 发表于 １８６６ 年ꎬ «实验小说论» 发表于 １８８０ 年ꎬ «戏剧中的自然主义» «自然

主义小说家» «文学资料» 发表于 １８８１ 年ꎮ
[英] 翰西奥多梅尔茨: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 第 １ 卷ꎬ 周昌忠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 年

版ꎬ 第 ７９ 页ꎮ
[英] 翰西奥多梅尔茨: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 第 １ 卷ꎬ 周昌忠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 年

版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Ｍ Ｈ Ａｂｒａｍｓꎬ Ａ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ｒｍｓꎬ Ｈｅｉｎｌｅ ＆ Ｈｅｉｎｌ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２６１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０ 期

左拉认为ꎬ 自然主义的原则久已有之ꎬ“自然主义开始于人所写得第一行

字”ꎬ 从亚里士多德 «诗学» 到布瓦洛 «诗的艺术»ꎬ 都在强调作品 “应该以真

理为基础”①ꎮ 科学家从对象出发ꎬ 以实验为工作基础ꎬ 通过分析进行工作ꎬ 这

便是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的自然主义的手法ꎬ 在文学领域ꎬ 则以自然和人为对

象ꎬ 通过直接的观察、 精确的解剖和对事物的描写把握世界ꎬ 故此ꎬ “作家和科

学家的任务一直是相同的”②ꎮ 克洛德贝尔纳 «实验医学研究导论» 是左拉创

作的 “坚实的基础”③ꎬ 因为科学实验方法既然能帮助人们获取关于物质世界的

知识ꎬ 那么也能帮助人们获取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的知识ꎬ “这只是同一道路上

的程度问题ꎬ 这条道路从化学通向生理学ꎬ 接着又从生理学通向人类学ꎬ 通向社

会学ꎮ 实验小说就是目标”④ꎮ
如果说自然科学家是自然界的检察官ꎬ 那么小说家就是 “人们和人们的感情

的检察官”⑤ꎮ 左拉甚至感慨目前还 “不知道有什么试剂去分解感情” ⑥ꎬ 如果可

以ꎬ 它必定是要用化学知识去分析感情的组成部分的ꎮ 可以说ꎬ 左拉的文学创作

就是将科学实验方法应用于小说和戏剧ꎬ 用科学来控制文学的思想ꎬ “把人类智

力的一切表现都驱入同一条科学的道路”⑦ꎮ 从 «戴蕾斯拉甘» 的创作开始ꎬ
左拉就以明朗的科学态度走上了实验小说的道路ꎬ 明确提出小说研究的是 “人的

气质ꎬ 而不是人的性格”ꎬ 认为小说中的人物 “完全受其神经质和血缘的支配ꎬ
没有自由意志ꎬ 他们一生中的每一行为都命里注定要受其血肉之躯的制约”ꎮ 小

说的主人公戴蕾斯拉甘和罗朗都是 “人面兽心的畜生”ꎬ 作家所做的就是 “对
他们的本能冲动以及由神经病发作所引起的脑机能失调做逐步观察”⑧ꎮ 小说的

每一章都可以说是对 “生理学上一种奇特病例的研究”ꎮ 戴蕾斯拉甘是一个欲

壑难填的女人ꎬ 罗朗是一个强壮的男人ꎬ 左拉所做的是 “找出他们身上的兽性ꎬ
甚至只对他们的兽性进行观察ꎬ 并把他们抛到一场惨剧之中ꎬ 一丝不苟地记下他

们的感觉和行为”ꎬ 他的小说创作 “只不过是在两个活人身上做了外科医生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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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左拉: «戏剧上的自然主义»ꎬ 伍蠡甫主编: «西方文论选» 下卷ꎬ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

版ꎬ 第 ２４５ ２４６ 页ꎮ
[法] 左拉: «戏剧上的自然主义»ꎬ 伍蠡甫主编: «西方文论选» 下卷ꎬ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

版ꎬ 第 ２４６ 页ꎮ
[法] 左拉: «实验小说»ꎬ 见伍蠡甫主编: «西方文论选» 下卷ꎬ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ꎬ 第

２４９ 页ꎮ
[法] 左拉: «实验小说»ꎬ 伍蠡甫主编: «西方文论选» 下卷ꎬ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版ꎬ 第 ２５０页ꎮ
[法] 左拉: «实验小说»ꎬ 伍蠡甫主编: «西方文论选» 下卷ꎬ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版ꎬ 第 ２５２页ꎮ
[法] 左拉: «实验小说»ꎬ 伍蠡甫主编: «西方文论选» 下卷ꎬ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版ꎬ 第 ２５１页ꎮ
[法] 左拉: «实验小说»ꎬ 伍蠡甫主编: «西方文论选» 下卷ꎬ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版ꎬ 第 ２４９页ꎮ
[法] 左拉: « ‹戴蕾斯拉甘› 第二版序»ꎬ 柳鸣九编选: «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ꎬ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７２８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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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尸体上所做的分析工作”ꎮ① 其他的作品ꎬ 诸如 «玛德莱娜费拉» «小酒店»
«娜娜» «土地» 等ꎬ 都具有类似的特点ꎮ

左拉奉自然科学精神为核心原则ꎬ 在文学创作中所推崇的标准也紧紧围绕这

个核心原则而展开ꎮ 在创作中ꎬ 左拉将真实视为小说家 “最高的品格”②ꎬ 而真

实也是他创作小说所追求的结果ꎮ 那么ꎬ 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结果? 左拉认为ꎬ
“剖析我们的机体ꎬ 指出其中由遗传所构成的隐秘的弹簧ꎬ 使人看到环境的作

用”③ 就能道出人类的真实ꎮ 遗传和环境正是左拉小说的两个突出特征ꎬ 如小说

«戴蕾斯拉甘» 中ꎬ 戴蕾斯拉甘的母亲是野蛮的非洲部落的妇女ꎬ 她继承了

来自母系的旺盛的生机与本能ꎬ 与羸弱多病的格弥尔的婚姻对她来讲就是一种折

磨ꎬ 一旦受到淫邪的罗朗的引诱ꎬ 她那长期克制的情欲就如同破闸的洪水一样泛

滥开来ꎮ 再如左拉的鸿篇巨制 «卢贡马卡尔家族» 小说系列ꎬ 也是包括遗传

和环境两种成分ꎬ “一种是纯人类的成分ꎬ 生理学的成分ꎬ 即对一个家族血缘遗

传与命定性的科学研究ꎬ 另一种是这个时代在这个家族身上所起的作用ꎬ 时代的

狂热使它毁损ꎬ 即环境的社会作用与物理作用”④ꎮ «卢贡马卡尔家族» 总计二

十部小说ꎬ 成员共五代三十二人ꎬ 左拉重点表现了一个家族的遗传规律ꎬ 祖先的病

态必然在后代的身上重现ꎬ 这类遗传有融接性ꎬ 即后代继承来自母系和父系特点的

混杂遗传ꎮ 有隔代遗传或超隔代遗传ꎬ 如第一代的病理在第二代身上没有表现出

来ꎬ 可能在第三代甚至第四代、 第五代爆发ꎮ 有遗传变异类型ꎬ 如绮尔维丝的长子

克洛德郎第耶ꎬ 祖先的神经病在他的身上转化变异为特殊的绘画才能ꎻ 绮尔维丝

的次子雅克郎第耶ꎬ 祖先酒精中毒症在他身上转化为嗜杀狂症ꎮ 种种不同的病理

遗传随新的婚姻、 代际、 环境的变化而发展ꎬ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既有继承也有变

异ꎮ «卢贡马卡尔家族» 的第二个重点是它所处的社会环境ꎬ 在左拉的设想中ꎬ
家族史系列是 “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⑤ꎬ 并以编年史的方式

描绘了 １９ 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图景ꎬ 第二帝国时期贪欲和野心的放纵ꎬ
追求享乐使精神肉体疲惫不堪乃至毁灭的过程ꎮ 这一方面是向前辈巴尔扎克表达

崇高的敬意ꎬ 另一方面也是自然主义重视细节实录、 资料详尽、 描写真实准确的

内在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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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左拉: « ‹戴蕾斯拉甘› 第二版序»ꎬ 柳鸣九编选: «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ꎬ 天津人民出

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７２８ 页ꎮ
[法] 左拉: «论小说»ꎬ 柳鸣九编选: «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ꎬ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７７８ 页ꎮ
[法] 左拉: «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ꎬ 柳鸣九编选: «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ꎬ 天津人

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７３５ 页ꎮ
[法] 左拉: «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ꎬ 柳鸣九编选: «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ꎬ 天津人

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７３４ 页ꎮ
[法] 左拉: « ‹卢贡马卡尔家族› 总序»ꎬ 柳鸣九编选: «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ꎬ 天津人民出

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７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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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 现实主义

在所有的文艺流派中ꎬ 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情有独钟ꎬ 而在所有的现实主义作

家之中ꎬ 恩格斯唯独对巴尔扎克赞赏有加ꎮ 敏娜考茨基在伦敦旅行时ꎬ 曾和恩

格斯谈论文学ꎬ 恩格斯不忘劝导考茨基向巴尔扎克学习ꎮ① 在恩格斯的评价中ꎬ
巴尔扎克是 “现实主义大师”ꎬ 尽管他不是历史学家却用小说 “汇编了一部完整

的法国社会的历史”ꎬ 后人从中可以学到的东西 “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
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ꎬ 而最重要的是巴尔扎克能够

“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ꎬ 因为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 “灭亡的必

然性”ꎬ 所以就把这个群体描写成 “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ꎬ 进而找到了法国社

会 “未来的真正的人”ꎮ② 这一点ꎬ 被恩格斯视为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ꎬ 是 “现
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ꎮ 这一可谓至高无上的评价ꎬ 是巴尔扎克独享的荣誉ꎬ
而在其他的现实主义作家那里ꎬ 这种评价从未出现过ꎮ

对恩格斯 “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的理解与阐释是卢卡契现实主义理论的

基础ꎮ 对于恩格斯的这一论断ꎬ 一般的理解是作家的世界观及其创作方法之间的

矛盾ꎬ 而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ꎬ 即作家如何能够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

见ꎬ 然在恩格斯的书信中并未详细说明ꎮ 卢卡契在研究巴尔扎克成熟时期最重要

的小说 «农民» 时指出: “主观意图和客观实践之间的矛盾” 与 “政治思想家巴

尔扎克和 «人间喜剧» 作者巴尔扎克之间的矛盾” 构成巴尔扎克的 “历史伟大

性”③ꎬ 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真诚和正直ꎬ “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ꎬ 他对现实

的狂热追求———或者用伦理学术语来讲ꎬ 就是: 作家的真诚和正直”ꎮ 在这种真

诚与正直的感召之下ꎬ 即便巴尔扎克创造的场景和人物与他的偏见甚至 “最神圣

不可侵犯的信念” 发生了冲突ꎬ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偏见和信念来描写他

真正看到的世界ꎬ 所以 “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图景的这种无情态度ꎬ 是一切伟大现

实主义作家的优质标志”④ꎮ 巴尔扎克的伟大就在于 “他描写现实时的至诚ꎬ 即

使这种现实正好违犯他个人的见解、 希望和心愿ꎬ 他也是诚实不欺的”⑤ꎮ
卢卡契将巴尔扎克的创作风格简化为真诚、 正直、 至诚ꎬ 将现实主义视为是

描写作家 “真正看到的世界”ꎬ 这种观点在此前及当下的时代获得较为普遍的认

同ꎮ 但问题是ꎬ 现实不等同于真实ꎮ 再者ꎬ 真实绝不是恩格斯所讲的现实的最高

标准ꎮ 如果真实是最高标准ꎬ 那么恩格斯为什么说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所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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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比从当时的职业历史学家、 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还要多呢? 因为

论 “真实”ꎬ 巴尔扎克只是小说家ꎬ 职业历史学家、 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与小说

家相比ꎬ 所提供的内容无疑更真实ꎬ 但恩格斯却将小说家凌驾于历史学家等之

上ꎬ 说明恩格斯所讲的现实另有深意ꎬ 恩格斯所谈的现实主义也有别于文学史家

和文学评论家所讲的现实主义ꎮ
按照文学研究领域的公认观点ꎬ 现实主义包括两层含义ꎬ 一是指欧洲 １９ 世

纪的文艺思潮运动ꎬ 一是指准确表现真实生活的创作原则或技法ꎬ 如著名文学理

论家艾布拉姆斯就持此种观点ꎮ① 但是ꎬ 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使用的现实和

文学史家及文学评论家所讲的现实其实是两个层面的ꎬ 恩格斯走的是黑格尔哲学

阐释的途径ꎬ 而文学史家及文学评论家仅仅关注到了事实如何ꎮ
黑格尔的著名命题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ꎬ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

的” 之所以引发 “近视的政府的感激” 和 “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ꎬ 核心原

因就是这两者对现实的不理解ꎮ 德国大诗人海涅拜访黑格尔的时候ꎬ 也表达了对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命题的不满意ꎬ 因为这个命题正如恩格斯所讲ꎬ
是将 “现存的一切神圣化ꎬ 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 警察国家、 专断司法、 书报

检查制度祝福”②ꎮ 在那个时候ꎬ 海涅甚至还将黑格尔看成是奴颜婢膝之辈ꎬ 按

照诗人的说法ꎬ 当海涅表达不满的时候ꎬ 黑格尔怪笑了一下ꎬ 回答说: “也可以

这么说: 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ꎮ” 在黑格尔解释之后ꎬ 海涅才明白这一命

题的真实含义ꎮ③ 这就是恩格斯所讲的ꎬ 黑格尔那迂腐晦涩的、 笨拙枯燥的词语

中竟然隐藏着革命的思想ꎬ 不论是政府还是代表革命的自由派都没有明白这话的

意思ꎬ 而海涅在 １８３３ 年的时候就明白了黑格尔这一命题的真实含义ꎮ
从黑格尔的立场来看ꎬ 绝非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是现实的ꎬ 现实仅仅属于那

同时是必然的东西ꎬ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④ꎬ 因此 “在发展进

程中ꎬ 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ꎬ 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 自己存

在的权利、 自己的合理性ꎻ 一种新的、 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

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ꎬ 不加抵抗即行死亡ꎬ 那就和平地代

替ꎻ 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ꎬ 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⑤ꎮ 这个过程在历史

上不断出现ꎬ 罗马共和国被现实的罗马帝国排斥掉ꎬ 法国的君主制度在 １７８９ 年

丧失了现实性ꎬ 必须由大革命消灭它ꎮ 所以ꎬ 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实际上说的是

“凡是现存的ꎬ 都一定要灭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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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格尔哲学阐释的途径出发ꎬ 恩格斯形成了对现实主义之现实的独特界

定ꎬ 实存是存在与反思的直接统一即现象ꎬ 而现实则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ꎬ 是历

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ꎮ 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ꎬ 已经点出了巴尔扎克看到了

“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ꎬ 能看到 “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 就是看到了

现实ꎮ «人间喜剧» 的全部写作都与这个必然性相关ꎬ 因为 «人间喜剧» 三大主

题———资产阶级的发家史、 贵族群体的衰亡史、 金钱的罪恶史———指向的就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 资产阶级崛起的必然和贵族群体灭亡的必然ꎬ 法国社会未来的主

人就是资产阶级ꎬ 巴尔扎克能够看到这个现实ꎬ 所以他才将心爱的贵族描写成不

配有更好命运的人ꎬ 这种穿透历史的眼光只有把握了现实即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

然性才可能做到ꎬ 仅仅拥有正直、 真诚的品格或者如实地描绘眼中的世界是做不

到的ꎮ 故此ꎬ 理解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需要回到哲学阐释的道路上ꎮ①

三、 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隐性标准: 政治倾向性

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是文艺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ꎬ 恩格斯在评价文学

作品时一贯注重作品的政治倾向ꎮ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在法国七月革命和德国人民

起义的影响下ꎬ 青年德意志这样一个文学流派诞生ꎬ 他们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

版自由、 实行立宪制、 解放妇女等ꎬ 因为思想不成熟和政治不坚定ꎬ 他们之中的

大多数人很快就沦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ꎮ 恩格斯就其创作特点ꎬ 评价其 “用
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ꎬ 在这些人的

作品中充斥着 “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② 的所谓 “倾向”ꎮ 恩格斯对青年德意

志的政治倾向是很不满意的ꎬ 原因有二: 第一ꎬ 青年德意志在才华不足的情况

下ꎬ 试图用政治暗喻弥补缺憾ꎻ 第二ꎬ 青年德意志的反政府情绪以一种羞羞答答

半遮半掩的方式呈现ꎬ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向来强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

观点和意图”③ꎮ
关于艺术作品的政治倾向性ꎬ 马克思认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

发生一定的、 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ꎬ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

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ꎮ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ꎬ 即

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

基础”④ꎬ 而艺术和法律、 政治、 宗教、 哲学一样都是 “意识形态的形式”⑤ꎬ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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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是 “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ꎬ 那么艺术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 “现实基础”ꎬ
所以文艺的政治倾向属于文艺的内在规定ꎮ

恩格斯对于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有着明确的规定ꎮ 第一点ꎬ 优秀的文艺作品

必然有政治倾向ꎬ 而不必回避政治倾向ꎮ 在写给敏娜考茨基的书信中ꎬ 恩格斯

提到: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ꎬ 但

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ꎻ 而席勒的 «阴谋与爱情» 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

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ꎮ 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

向的作家ꎮ”①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涉及内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再

到近代和现代欧洲文学的主体脉络ꎮ 就古希腊戏剧而言ꎬ 或者更准确地讲ꎬ 古代

雅典戏剧所形成的现实基础就是城邦政治ꎬ 在雅典的剧院ꎬ “在一个半圆形的空

间里ꎬ 观众感到他们仿佛置身于第二公民大会”②ꎮ 众所周知ꎬ 但丁的 «神曲»
具有鲜明的反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的倾向ꎬ 他在 «论世界帝国» 和 «神曲»
中都清楚明白地表达了政教分离的政治理想ꎮ 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 用戏拟

的手法抨击了骑士制度ꎮ 恩格斯特别提到了席勒的 «阴谋与爱情»ꎬ 这部戏剧是

典型的反封建专制作品ꎬ 自由恋爱毁于封建贵族的阴谋诡计与恶德败行ꎬ 市民阶

层与腐朽贵族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ꎬ 在这部作品中席勒可谓立场鲜明ꎮ 此外ꎬ 北

欧代表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 俄国果戈理的讽刺小说ꎬ 无一例外都是对丑恶

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ꎬ 有明确的思想倾向性ꎮ
第二点ꎬ 恩格斯认为ꎬ 仅仅拥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是不够的ꎬ 他批评青年德意

志用政治暗喻弥补才华不足即是此意ꎮ 马克思在写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书信中就

曾批评他将弗兰茨冯济金根 “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③ꎬ 亦即是只

有纯粹的政治倾向ꎬ 失去了文学艺术固有的审美属性ꎮ 恩格斯也认为ꎬ 作家 “不
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④ꎬ 政治倾向固然是明确的ꎬ 但绝

非孤立地显现出来ꎬ 而是应当与文艺创作自身的内在规律有机结合ꎬ 即 “倾向应

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ꎬ 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⑤ꎮ 在这一

问题上ꎬ 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 “作者的见解越隐蔽ꎬ 对艺术作品来说

就越好ꎮ”⑥ 当然ꎬ 这一标准建立在对文学艺术内在规律真正把握的基础之上ꎬ
只有作家的政治倾向与人物形象和环境 (即社会关系) 融为一体ꎬ “倾向自然而

然地流露” 的状态才可能实现ꎮ 如果脱离了人物形象和环境进行赤裸裸的说教ꎬ
那不过是将文学艺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ꎬ 用政治倾向强行绑架文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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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ꎬ 恩格斯期待文学艺术工作者发扬 “真正艺术家的勇气”ꎬ 将无产

阶级的伟大斗争带入创作实践ꎮ 当恩格斯阅读了哈克奈斯的小说 «城市姑娘»
之后ꎬ 最不满意的应该是作者对城市无产阶级的描写ꎮ 在小说中ꎬ “工人阶级

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ꎬ 他们无力自助ꎬ 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ꎮ
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ꎬ 来自上面”①ꎮ 恩

格斯认为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ꎬ 因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长达半个世纪ꎬ
“在文明世界里ꎬ 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

地反抗ꎬ 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ꎬ 那样迟钝”②ꎮ 事实是ꎬ 工人阶级已经对资

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抗ꎬ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 “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

人震撼的努力ꎬ 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ꎬ 都属于历史ꎬ 因而也应当在现实

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③ꎬ 而不是被作家们视而不见ꎮ 恩格斯特别强调的

是无产阶级 “令人震撼的努力”ꎬ 因此他期待哈克奈斯在另一部小说中描写工

人阶级生活的 “积极面”ꎮ
当德国诗人卡尔倍克在诗歌中歌颂小市民的鄙俗风气ꎬ 歌颂怀着卑微的、

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ꎬ 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ꎬ 但就是不歌颂 “倔强

的、 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 ④的时候ꎬ 恩格斯是很不满意的ꎮ 他批判了倍

克那装模作样的哭哭啼啼的社会主义ꎬ 认为他身上唯一的不幸就是德国的鄙俗之

气ꎮ 当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针对 １８１３ 年普鲁士保皇党人的叫嚣 “国王和祖国

与上帝同在”ꎬ 创作了 «西里西亚织工之歌»ꎬ 在诗歌中为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喊出 “古老的德意志呵! 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ꎬ 把三个诅咒织在寿衣上”ꎬ “诅
咒上帝” “诅咒那富人的国王” “诅咒那虚伪的祖国” 时ꎬ 恩格斯高度赞誉ꎬ 认

为这首诗歌是 “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⑤ꎮ
由此可见ꎬ 恩格斯一直在期待着伟大作家塑造无产阶级新人形象ꎬ 这是无产

阶级的政治诉求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直观表达ꎬ 是恩格斯所谈论的文艺作品政治倾

向的根本目的ꎮ 在这一点上ꎬ 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握得非常准确: “在我们的

现实中ꎬ 千千万万的大众ꎬ 已经有了在世界史上第一次的对于生活、 对于知识ꎮ
对于有意识的社会的觉醒ꎮ 我们的现实ꎬ 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ꎬ 已经把孤独

的、 唯我的、 虚伪的个人的恶梦ꎬ 远远地抛在后面了ꎮ 是时候了ꎬ 我们的文学也

要拿出它的一切力量和勇气ꎬ 转向着那些觉醒的人们ꎬ 描画出他们的个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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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智力的ꎬ 在真实地经验得到的社会里的共通的世界ꎮ”①

四、 恩格斯对左拉的否定性评价的必然

在分别梳理了左拉的创作特点和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两条标准之后ꎬ 再来

看恩格斯对左拉的评价ꎬ 就会发现这种否定性评价的形成是必然的ꎮ 退一步讲ꎬ
即便不是为了衬托巴尔扎克的伟大ꎬ 对左拉及自然主义进行单独的评论ꎬ 恩格斯

也不会给出较高的评价ꎮ
第一ꎬ 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是现实主义ꎮ 蒋承勇先生在论及我国

学界评价自然主义的历时进程中的两种立场时指出: “无论是贬抑者还是翻案者ꎬ
他们研究的结论虽然不尽相同ꎬ 但评价的尺度和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 他们差不

多都用现实主义这一价值尺度去衡量自然主义以及左拉在何种程度上投合了现实

主义的艺术趣味和文化模式ꎮ”② 这一论断点出了问题的关键ꎬ 即对自然主义的

评价 (否定的和肯定的) 都是以现实主义原则为圭臬ꎬ 而这一局面的开创者正

是恩格斯ꎮ
从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演化规律来看ꎬ 自然主义文学在追求真实的维

度上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ꎬ 故此ꎬ 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往往将现

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相提并论ꎬ 如艾布拉姆斯在 «文学术语词典» 中就将现实主

义和自然主义合并为一个词条ꎬ 而韦勒克在论 １９ 世纪后期法国文学批评时则指

出: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产生于法国的十九世纪后期文学上的两大口号ꎬ 并

由此流传到其他国家ꎮ 两个口号至今不绝于耳ꎬ 只是名义翻新含义更改而已ꎮ”③

左拉更是直接提出 “自然主义因巴尔扎克而胜利” 的观点ꎮ 从真实的层面来讲ꎬ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确有相通相同之处ꎬ 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甚至作家在理

解现实主义的内涵时也是着眼于这一点ꎬ 然而恩格斯的现实是哲学意义上的现

实ꎬ 是黑格尔所讲的 “实存与本质的统一”ꎬ 而在左拉创作的作品中ꎬ 实存的方

面是毋庸置疑的ꎬ 甚至比巴尔扎克做得还要精细ꎬ 范围还要宽广ꎬ 然而它在本质

的方面则完全欠缺ꎬ 或者说ꎬ 左拉主观上将本质归结于人的自然生理属性ꎬ 而这

是完全不符合本质的真实内涵即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的ꎮ 故此ꎬ 从恩格斯的

最高标准来看ꎬ 自然主义文学的确是先天不足ꎮ
第二ꎬ 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隐性标准是政治倾向ꎮ 左拉的创作追求的是科

学性而不是社会性ꎬ 这一点与恩格斯的评价标准也是有所出入的ꎮ 如小说 «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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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娜费拉»ꎬ 少女玛德莱娜继承了父系强壮的身体ꎬ 后委身青年雅克但未能与

之结婚ꎬ 此后根本无法摆脱与雅克肉体结合的生理欲望ꎮ 这部小说突出主人公受

遗传和环境影响ꎬ 也深受吕卡斯博士浸透论观点的影响ꎮ 小说写到玛德莱娜和孱

弱的纪尧姆所生的女儿在相貌上也酷似雅克则颇有些滑向非理性主义的倾向ꎮ 又

如左拉的名著 «小酒店»ꎬ 劳动妇女绮尔维丝具有底层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ꎬ 一

生虽有挣扎奋斗ꎬ 但终究抵不过酒精中毒症的危害ꎮ 左拉从法国社会制度的根源

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去描写巴黎郊区工人、 个体手工业者因酒精中毒症而沦落的时

候ꎬ 又将人生的悲剧必然归因于家族的生理遗传和变异ꎮ 再如惊世骇俗的小说

«娜娜»ꎬ 通过娼妓娜娜的沉浮暴露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糜烂ꎬ 作者强调娜

娜因为遗传了祖辈和父辈的酒精中毒症ꎬ 性欲旺盛ꎬ 故此小说也不遗余力地渲染

娜娜肉体的魔力、 性欲的火焰等ꎮ 复如影响颇大的小说 «土地»ꎬ 左拉以真实案

件为蓝本ꎬ 以毫不遮掩的方式描写了人的贪欲与罪恶ꎮ 小说描写人对小块土地所

有权的顽固与执着ꎬ 对土地财富的贪婪使得人心发狂ꎬ 家庭中的亲人互相残害ꎬ
小说中那些冷酷的面孔、 激烈的争夺无不将人身上的粗野本能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来ꎮ
左拉创造的 “卢贡马卡尔家族” 的成员散布于社会的每个角落ꎬ “通过他

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叙说出第二帝国从政变阴谋到色当投降的全部历史”①ꎬ 暴露

了那个时代的疯狂与耻辱ꎬ 揭露了第二帝国统治阶级的黑幕和整体性的道德堕

落ꎬ 刻画了底层人民所承受的残酷的压榨与剥削ꎬ «小酒店» 中对贫民窟的描

写、 «萌芽» 中的矿工生活区都让人触目惊心ꎬ 是社会黑暗的真实写照ꎬ 这些都

可以说是 “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ꎬ 也能 “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②ꎬ
但是否就 “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 呢? 答案是否定的ꎮ 在左拉的

文学世界中ꎬ 工人、 农民大多是以消极面出现在读者眼前的ꎮ 追根溯源ꎬ 这种消

极又是由生理遗传及外部环境所决定的ꎬ 这种命中注定是不可更改的ꎮ
左拉追求的是真实ꎬ 恩格斯固然提出了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 这样的命题ꎬ 但更注重历史展开中的必然性ꎮ 左拉将当时的科学精神作为思

想主导ꎬ 注重考察人的生理遗传属性ꎮ 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

所固有的抽象物ꎬ 在其现实性上ꎬ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ꎮ 因此ꎬ 无论从恩格

斯的最高标准还是隐性的政治标准来判断ꎬ 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都不符合恩

格斯的 “期待视野”ꎬ 恩格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评价具有必然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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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视域下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的革命性重构∗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哲学诠释

魏海华∗∗

【摘　 要】 文化是 ２０ 世纪以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点ꎬ 也是雷蒙德威

廉斯文化观、 文化唯物主义的关键词ꎮ 威廉斯以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

法论ꎬ 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文化、 教育展开了研究并进行了实践ꎬ 为伯

明翰文化学派开辟了 “元” 文化理论构建的马克思主义范式ꎮ 在他看

来ꎬ 文化是一种总体性的生活方式ꎬ 是由社会大众生活所凝结的价值

观念、 感觉结构ꎬ 既具有书籍、 器具等物质性特点ꎬ 也具有语言艺术

等表意性的精神特点ꎬ 有融聚物质性与精神性于一体的本质特征ꎮ 基

于此ꎬ 威廉斯提出了其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建设的构想ꎬ 倡导要从人

们的生活方式、 感觉结构等方面出发ꎬ 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夺回本属于

多数人的社会教育平等权利、 大众文化传播权利以及文化主导权ꎬ 赋

予文化以日常化、 大众化、 平权化的特点ꎬ 打破精英文化桎梏ꎬ 重构

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ꎮ
【关键词】 唯物主义ꎻ 生活方式ꎻ 感觉结构ꎻ 共同文化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ꎬ 文化的含义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ꎬ 而且正在从学术研

究走向人们的社会实践ꎬ 不断地接受来自人们对日常生活、 文化实践的关注ꎮ 文

化变得越来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ꎬ 成为大众化、 消费化和娱乐化的产

物ꎬ 同样它也接近了每个人与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距离ꎮ 在威廉斯看来ꎬ 文化就

是一种人民群众总体的生活方式ꎬ 甚至还会升华成为整个社会的感觉结构和集体

性记忆ꎮ 因而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ꎬ 文化不再只是简单地被定义为上层建筑的成

分ꎬ 同时还可以作为基础部分的构成要素之一ꎬ 具有了一定的生产性、 实践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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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建构思想文化高地的文化理论与文化战略研究” (１９ＷＴＢ００２) 阶段性成果ꎮ

魏海华ꎬ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ꎬ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化哲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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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ꎬ 威廉斯批判地吸收了英国精英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ꎬ 形成了一个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流派———文化唯物主义ꎮ 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是威廉斯文化研

究及其理论最为突出的成果ꎬ 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化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中ꎬ 极具创

新性与解释力ꎮ 因此ꎬ 威廉斯认为社会各阶级都要平等拥有文化权利ꎬ 提出了大

众要不断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建设ꎬ 为大众文化进行传播、 教育、 革命

提供了参考ꎮ

一、 对文化内涵的三重建构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ꎬ 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ꎮ 工业革命之前ꎬ 文

化与文明的意义相近ꎬ 都是教化、 耕种等含义ꎮ １９ 世纪以来ꎬ 英国文化学界对

文化的研究变得热衷起来ꎬ 威廉斯也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化展开了最新的研究ꎮ
在他看来ꎬ 文化是一个总体性、 过程性的存在ꎮ 同时ꎬ 他还从对文化进行了分

析①ꎬ 认为文化以及文化发展有三个逐层递进的方面: 一是 “理想地”ꎬ 依据某

些 “绝对的或普遍的” 价值把文化界定为 “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ꎻ 二是

“文献式地”ꎬ 把文化界定为 “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②ꎬ 它们以不同方式详细

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ꎻ 三是 “社会地”ꎬ 把文化界定为 “对一种特殊生活方

式的描述”③ꎬ 它表明了艺术、 习得、 制度和日常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与价值ꎬ
因而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 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与价

值ꎮ 因此ꎬ 威廉斯提出文化是一种融汇精神性与物质性的总体性过程ꎬ 是一种人

类社会发展中重要的过程性存在ꎮ 威廉斯强调文化的这三个方面的含义是一个完

整的、 大于单个方面的整体ꎮ 在此前提下ꎬ 威廉斯把自己的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

人类社会整体生活方式与感觉结构等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ꎮ 文化从其物质性出

发ꎬ 发挥着重要的载体性功能ꎬ 承担着记载、 传递、 模仿、 重现的重要使命ꎮ 人

们的日常生活、 行为习惯、 风俗文化等构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ꎬ 也形成了一种带

有地方性、 群体性的总体文化ꎮ 这种总体文化中就包含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投

入与感觉结构等ꎬ 反映了某一群体的生活习惯和日常行为等ꎮ

(一) 文化是一种总体性的过程

１８ 世纪初到 １９ 世纪中期ꎬ 对文化的研究在英国逐渐成为主流ꎮ “文化作为

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性概念ꎬ 它与个体生活、 社会结构间有着内在联系ꎬ 是与经

验中的真实相对应的复杂综合体ꎮ”④ 威廉斯提出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ꎬ 认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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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 雷蒙德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ꎬ 倪伟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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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流的文化与文化观念有两种形态: 一是对人的精神及其反映的成果文化ꎻ 二

是描绘人类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ꎮ 威廉斯认为文化应当是一种物质性、 知识

性与精神性相统一而构成的 “整体的生活方式”ꎬ 而英国的这一整体生活方式就

是这个总体ꎮ① 一方面ꎬ 在基础层次上ꎬ 文化是一种以典籍、 文本等作为载体的

物质性产品ꎮ 这种文化记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宗教信仰以及生产生活行为

等ꎮ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ꎬ 文化就成为一种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现实性文本写照ꎬ
记录着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工业进步以及对工业生活的公开批判等ꎮ 因此ꎬ 作

家的作品、 演奏的音乐、 朗诵的诗歌以及优美的语言等ꎬ 都属于文化的实践意义

范畴ꎮ 另一方面ꎬ 在更深层次上ꎬ 文化是一种总体性的过程ꎬ 包括英国工人阶级

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整体性的感觉结构ꎮ 整体性感觉结构的不确定性也受到了现实

中工业革命与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ꎬ 因而也会对包括工人在内的社会群体产生精

神上的影响ꎮ 文化作为对个人或社会的总体生活方式的描述ꎬ 或多或少都会呈现

出其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性的层面ꎮ 为此ꎬ 威廉斯提出ꎬ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有

自身的形态、 目的和意义ꎬ 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人类社会的制度、 艺术及学问来

对其进行表达ꎮ 与以往直接将文化归属意识形态领域有所不同ꎬ 威廉斯的文化与

文化领导权都是指更高层次的意识形式ꎬ 这种文化是指一种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

构成性知觉体察ꎮ② 因此ꎬ 文化作为一种经验性的知觉体察ꎬ 它既涵盖个体的意

义表达ꎬ 也包括社会整体的共同意义ꎬ 成为人类社会总体的生活方式与感觉

结构ꎮ

(二)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ｌｉｆｅ)ꎮ③ 威廉斯认为ꎬ 整个社会都在

孕育着一种文化模式ꎬ 而这种模式涵盖着人们的利益活动形成了一种习惯ꎬ 因而

不同的文化模式生产着不同组织和人群的生活方式ꎮ④ 整体的生活方式都是源自

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具体实践所组成的ꎬ 从而产生出的共同生活习惯、
作息规律、 日常饮食等基本生活体验ꎮ 通过对各个阶级与各个群体间的具体感觉

性生活方式的描述ꎬ 促使了社会中的风俗习惯、 制度约定以及民族情感等整体生

活方式 (或称文化模式) 的形成和深化ꎮ 因此ꎬ 只有凭借着对各种特殊生活习

性、 活动方式的解读ꎬ 才能理解整个人类群体的文化或总体生活方式ꎮ 一方面ꎬ
文化是人们日常的起居坐卧、 茶食宴饮等衣食住行各方面所构成的最基本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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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ꎬ 这种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人们生活当中的最为日常的、 普通的

文化ꎮ 威廉斯通过描绘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 饮食起居、 工厂作业等ꎬ
展现了当时作为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实践ꎮ 这些日常的生活方式也是展现

当时工人群体的最基本文化形式ꎮ “真实的生产生活ꎬ 涉及家、 家庭和工作ꎬ 涉

及工资和物价ꎮ”① 因此ꎬ 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指一种渗透、 贯穿于人们日常生

活实践之中的具体生活方式ꎮ 另一方面ꎬ 文化不仅是人类生产、 生活的简单反

映ꎬ 而且是一种对源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的总体上升和发展ꎬ 是对形成以文

学、 艺术等物质性载体 (如文本、 语言等) 的政治意义与社会公众意见的总体

性表达ꎮ 因而ꎬ 威廉斯认为文化既是共同意义 (所有人产品的总和)ꎬ 也是被展

示的个体意义 (个人性及社会性的经验产品)ꎬ 而这些在我们所不能预知的方式

中被生存生产和再生产出来ꎮ② 而这种文化作为总体生活方式的社会总体性意

义ꎬ 也脱离不开最精细的人类个体的意义创造和参与ꎮ 因此ꎬ 文化既作为社会动

态的实践过程与生活的总体方式存在ꎬ 也渗透在每个社会和每个心灵当中ꎮ③

(三) 文化是一种感觉结构

文化是一个时期民族的感觉结构ꎬ 是集体性的感觉记忆ꎬ 而这一感觉结构是

当时流行的主流文化或是占据领导权的文化ꎮ 伴随着文化意义的不断深入ꎬ 文化

并不完全是文学等想象性作品与艺术ꎬ 而是每个社会的特殊集体记忆ꎮ 威廉斯通

过感觉结构将文化转向了人化文化的形式ꎬ 主张对过去存活的现实经验进行感知

和体验ꎬ 从而彰显其潜意识性与抽象性ꎬ “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

部分中运作”④ꎮ 他强调感觉结构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ꎬ 它将文化分析放在具体

的历史语境中来进行动态的考察ꎮ 一方面ꎬ 文化是某一特定时期的 “活” 文化

与选择性传统ꎮ 威廉斯认为感觉结构是一代人的群体性记忆和鲜活的文化传承ꎮ
他认为有哪类人的存在ꎬ 文字的记录就会保留哪一类人的生存手段与集体性记

忆ꎬ 而这些都是 “活” 文化 (感觉结构)ꎮ 因为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ꎬ 多数人

都无法亲自经历这一切ꎬ 所以也就只能存留在特定时期及地方性的感觉或记忆之

中ꎮ 正如他在 «漫长的革命»(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一书中所言: “在某一时代的

所有行动中拣选出某类东西加以评定并予以重申ꎮ”⑤ 历史是不彻底实录的意识ꎬ
文化也是在不断挑选与变更中获取的存在ꎮ 另一方面ꎬ 文化作为一种感觉结构ꎬ
同时也反映着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ꎮ 通过文化的基础性形式 (如诗歌、 小说、 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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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等) 的记录和传播ꎬ 一代人的感觉结构才得以保存下来ꎮ 因此ꎬ ２０ 世纪的电

影与传媒技术的发展ꎬ 其实在威廉斯眼中就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感觉结构的物质

性实践的中介ꎮ① 因而ꎬ 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物质性载体和中介来承接当时人

们的集体性感觉结构与文化记忆ꎬ 不同的社会阶级当中存在着差异性的价值观念

与感觉结构ꎮ 正基于此ꎬ 威廉斯寄希望于大众 (主要是劳工群体) 能够进行自

我觉醒ꎮ 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不断在现实文化实践中培植自己的感觉结构与集体记

忆ꎬ 才能在社会发展和整体经验中占得一席之地ꎬ 从而提升大众群体对自身的

认识ꎮ

二、 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延展逻辑

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是 “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性生产

之特殊性的理论”②ꎮ 威廉斯将文化重新定义为一种融汇其物质性与精神性生产

的总体性过程ꎬ 其中包含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与集体性感觉结构ꎮ 与历史唯物主

义有所不同ꎬ 文化唯物主义致力于将文化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过程ꎬ 文化的实

践和生产并不是一个封闭的、 静止的过程ꎬ 而是大众群体能动性的生产劳动过

程ꎮ 因此ꎬ 威廉斯重新从经济基础、 生产以及上层建筑的几对关系出发ꎬ 阐释了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联系ꎬ 打破了以往经济作为单一基础的决定性关系ꎮ 从文化

的本质特点出发ꎬ 应当将文学视为体现马克思主义 “人们生产自己的全部生活”
的理念ꎬ 而不仅仅只是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主体ꎮ 正因为此ꎬ 威廉斯才将文化与

文学等形式作为特殊的物质性生产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ꎮ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

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创新、 发展ꎮ 威廉

斯从大学期间参加共产主义俱乐部开始ꎬ 就注定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缘分ꎮ 威

廉斯的文化理论与其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ꎬ 延续了马克思唯

物史观视角下的大众文化分析方法ꎬ 他认为文化应当是社会的集体产物ꎬ 应当由

全社会人民群众所共同享有ꎮ 但是他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ꎬ 上层建筑对经

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 这一观点略微不满ꎬ 威廉斯以此为突破口对马克思主义庸

俗化的经济决定论展开了批判ꎮ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 “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

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ꎬ 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ꎬ 是由此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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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ꎬ 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ꎬ 为威廉斯的文

化唯物主义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ꎮ 首先ꎬ 文化唯物主义继承和创

新发展了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性内涵的特点ꎮ 虽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

再地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ꎬ 但他和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文化在社会整体中所具有

的精神性价值与影响ꎮ 文化实践虽不同于物质生产ꎬ 但是物质生产却是文化产生

的原因ꎮ 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化的看法依然带有价值性、 社会性ꎬ 强调的是人类共

同创造的历史文明与精神价值ꎮ 其次ꎬ 文化唯物主义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

文化观ꎮ 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ꎬ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ꎮ 威廉斯吸收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共享观念ꎬ 以此来对利维斯等人进行了批判ꎬ
真正地将文化从精英的文化观念中延伸到社会大众ꎬ 促进了平民文化的兴起和发

展ꎮ 最后ꎬ 文化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念进行了批判ꎮ 唯物史观指明

了阶级之间矛盾的对立ꎬ 倡导通过阶级斗争来夺取政权ꎮ 然而ꎬ 文化唯物主义则

希望社会从整体上来理解和变迁ꎬ 威廉斯还强调通过整体生活方式的改变来促进

社会共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ꎬ 以文化的革命来推进社会整体的进步ꎮ 因此ꎬ 威廉

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既根源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ꎬ 又突破了其二元对立格局ꎬ
重新建构了文化、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ꎮ

(二) 重构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

威廉斯的唯物主义文化观认为ꎬ 经济基础并不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唯一因素ꎬ
同时他还提出文化作为一种感觉结构、 生活方式ꎬ 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全过程ꎮ 文

化既可以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ꎬ 也可以作为基础性的物质生产实

践的组成部分ꎮ 威廉斯打破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所认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简单逻辑ꎬ 强调文化也有作为物质生产性的特性ꎮ 文化作为感觉结构时ꎬ 既具

有物质性文本形式ꎬ 又具有价值性塑造能力ꎮ 文化唯物主义对经济基础决定论先

后进行了两次批判ꎬ 形成了 “文化贯穿于社会全过程” 的重要观点ꎬ 并且在加

入文化因素后又重新建构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ꎮ 首先ꎬ 威廉斯运用

普列汉诺夫的五因素说否定了以考德威尔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单一经济基础

决定论的观点ꎮ 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 “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顺序性影响因素

包括: 生产力水平、 经济状况、 社会—政治制度、 社会成员心理以及反映这类心

理的各种意识形态ꎮ”② 威廉斯从对马克思对 “基础” 及 “上层建筑” 的论述出

发ꎬ 指出了 “基础” 就是实际的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ꎬ 而不是脱离具体历史

的抽象概念或范畴ꎮ 威廉斯认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非只是将基础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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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建筑视为可分割的实体ꎬ 而是现实的人的全部、 具体的活动和产物ꎬ 二者间也

并非是简单的抽象关系概念ꎮ”① 其次ꎬ 威廉斯认为 “必须要把 ‘决定’ 评价为

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ꎬ 而不是可预见的、 可预料的和可控制的内容”②ꎮ “基础”
并不能作为简单的抽象观念ꎬ 而是处于现实的社会、 经济关系动态变化之中ꎬ 而

这背后就蕴藏着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与运动ꎮ 同时ꎬ 他还特别强调文化其实

并不是简单地被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ꎬ 而是一种关联性的实践过程ꎬ 这一

过程贯穿在基础反映至上层建筑的全过程排列ꎮ 此外ꎬ 上层建筑也并不仅仅是被

反映和被再生产出来的或明确依附的抽象内容ꎬ 还应当包括一个阶级的政治与文

化实践ꎮ 最后ꎬ 威廉斯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与以经济为主要指标的基础

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ꎬ 并且提出文化实践作为社会革命因素之一ꎬ 其实也与经济

一样起着长期的、 深层次的基础性决定作用ꎮ 即便如此ꎬ 这种决定也不是一种简

单的抽象独立ꎬ 而是一个具体而又长期的总体性革命 (矛盾的运动、 变化) 过

程ꎮ 文化作为一种布朗运动式的社会存在ꎬ 既是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基础实践ꎬ
又占据着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政治顶端ꎮ 因此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过程

中少不了文化的关键性作用ꎬ 文化既属于经济基础层面的物质实践ꎬ 也属于上层

建筑中的意识形式ꎬ 而且始终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ꎮ

(三) 坚持大众文化的人民立场

唯物主义文化观从一开始就以坚持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立场为核心ꎬ 有力

地批判了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化ꎬ 倡导要使大众平等地获取文化领导

权利、 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ꎮ 出生于铁路工人家庭的威廉斯ꎬ 对文化和教育的

不公平有着真切的感受ꎮ 他提出ꎬ 文化应当是大众的整体生活方式ꎬ 社会是人

们的生存空间ꎬ 而人民群众才是文化的主体和落脚点ꎮ③ 因此ꎬ 威廉斯的文化

唯物主义认为ꎬ 文化是每个人参与社会变迁的具体形式ꎬ 因而文化应当是属于

全体人民的ꎬ 而非属于某一特定的阶级ꎮ 首先ꎬ 文化是可以超越阶级性而实现

人民共享的ꎮ 威廉斯指出: “文化本身是超出阶级的范畴ꎬ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

级的差别正在日益缩减ꎮ”④ 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极其反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

的二元划分方式ꎬ 提倡文化是属于社会大众所共有的生活方式与感觉结构ꎬ 绝

对不是仅仅局限于几件奢侈品或者精英阶级ꎬ 而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ꎮ 其

次ꎬ 人民大众的文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和进步ꎮ 威廉斯认为ꎬ 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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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斗争史也就是大众的文化史ꎬ 无论是哪一个阶级夺取了文化的领导权ꎬ 其

实也只是大众文化中一股新兴力量的崛起ꎬ 并不能掩盖大众文化由人民群众创

造的事实ꎮ 威廉斯也曾指出: “大众隶属于多数人ꎬ 并不能说明大众属于乌合

之众ꎮ”① 假设人民群众就是大众ꎬ 那么大众也应当包含作为少数的精英ꎮ 最后ꎬ
文化唯物主义强调ꎬ 文化必然会从一个群体流向另一个群体ꎬ 也就意味着精英文

化必然走向大众文化ꎬ 而在社会实践中大众才是创造文化的主体ꎮ 在社会运行过

程中ꎬ 人们统一的生活实践和共同选择就是文化本身ꎮ 为此ꎬ 威廉斯将唯物主义

文化观引向社会实践ꎬ 倡导各个阶层之间应当相互团结ꎬ 重建属于整个人类的集

体性记忆与生活方式ꎬ 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精神创造力ꎮ 威廉斯始终都主张

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开创者ꎬ 才是文化的拥有者ꎬ 才是整体生活方式的主

体ꎮ 因此ꎬ 威廉斯将平民文化教育作为终身事业ꎬ 以期通过文化的革命推动社会

公平正义的实现ꎮ

三、 共同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共同文化是威廉斯为社会大众构建起自身文化的一个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ꎮ
社会大众形成共同的大众文化ꎬ 拥有共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感觉结构ꎬ 以文化革

命的方式打破了艾略特等人的精英利己主义文化模式ꎮ 唯物主义文化观对于威廉

斯来说ꎬ 就是让社会大众都能够获得平等的教育文化权利ꎮ 共同文化的创立是有

意识的制造过程ꎬ 是 “一种选择、 一种强调、 一种特殊的扶持”②ꎬ 是社会所有

成员积极参与、 通力合作的过程ꎮ 共同文化的建设是以社会大众的 “团结观念”
为基础的 “复杂组织形态”③ꎬ 需要 “不断地加以调整和重新规划”④ꎮ ２０ 世纪的

英国存在着不同社会阶级的文化ꎬ 每个阶级的文化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阶

级立场ꎬ 因此难免存在冲突和矛盾ꎮ 为此ꎬ 威廉斯提出了 “共同文化建设” 的

构想ꎬ 他认为这一代表人民大众的共同文化将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ꎮ 威廉斯

指出: “我们需要一种共同文化ꎬ 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ꎬ 而是因为离开了这

种共同文化ꎬ 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ꎮ”⑤ 换言之ꎬ 共同文化建设也必须超越各阶

级的立场和界限ꎬ 让社会成员共同参与ꎬ 让人民群众都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自由而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兆前: «范式转换: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研究»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３８ 页ꎮ
[英]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ꎬ 高晓玲译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３４３ 页ꎮ
[英] 雷蒙德威廉斯: «希望的源泉: 文化、 民主、 社会主义»ꎬ 祁阿红、 吴晓妹译ꎬ 译林出版

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７６ 页ꎮ
[英]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ꎬ 高晓玲译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３４７ 页ꎮ
[英]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ꎬ 高晓玲译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３３０ 页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０ 期

又自觉地参与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ꎮ

(一) 促进教育平等化

共同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大众教育的平权化ꎬ 让文本、 文献

式的文化形式能够送到各阶级群体的手中ꎮ 只有从教育资源与受教育的权利方面

出发ꎬ 切实地解决好社会大众特别是工厂工人的教育问题ꎬ 才能使社会共同文化

建设成为一种可能ꎮ 一方面ꎬ 要加大政府对文化教育资源的投入ꎬ 拓宽平民教育

与成人再教育的实践方式ꎮ 威廉斯一直都身体力行地致力于成人教育、 夜校教育

事业ꎬ 也希望政府当局能够增加公共教育资源投入ꎬ 对平民教育进行扩张、 增

容ꎮ 英国社会顺应现代工业革命的发展ꎬ 使文化教育的方式发生了变革ꎬ 形成了

校外教育 (夜校) 和函授教育 (远程) 两种模式ꎮ 威廉斯认为ꎬ 要通过成人教

育的方式让工人和妇女群体都能够接触到本属于精英群体的文学小说、 诗歌等文

化作品形式ꎬ 他指出: “１９ 世纪晚期的文学研究创新ꎬ 都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正

规教育之外ꎮ 当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英国文学教学之时ꎬ 这种要求就在

这个社会被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受到压制的两个文化领域 (工人和妇女群体)
里出现了ꎮ”① 当时英国社会的工人和妇女群体难以获得正规的高校教育资源ꎬ
也只能通过成人教育的方式来自我提升ꎬ 因而要不断促进成人教育等方式的形

成ꎮ 另一方面ꎬ 要不断地增加阅读受众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ｓｓ)ꎬ 丰富大众出版的资源和

途径ꎮ 威廉斯认为ꎬ 社会大众的共同文化建设需要更大范围地去发展社会阅读受

众ꎬ 让越来越多的原本处于受教育边缘的人员能够接受同等教育ꎮ 只有让越来越

多的人群成为阅读受众ꎬ 才能使少数高雅文化变得更加容易获得ꎬ 才能让公众都

能有机会得到再教育ꎮ 阅读受众的增加和扩张ꎬ 对文化的生产并不造成直接的影

响ꎬ 反而成为加快共同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ꎮ 只有让更多的阅读受众接触到文化

的创造过程ꎬ 才能让社会的文化与意义全面涌流ꎮ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大众印刷

术的不断更迭ꎬ 越来越多的大众印刷出版商涌现ꎬ 文化印刷品也成为廉价的商

品ꎬ 从而增加了社会大众对其易获性和可读性ꎮ 从书籍手抄年代的 “洛阳纸贵”
到现今的 “飞入寻常百姓家”ꎬ 将以往的少数精英独享的文化作为共同文化的一

部分传播给大多数人ꎬ 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化带来的益处ꎬ 即让精英文化实现

大众化转变ꎮ② 因此ꎬ 为了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建设ꎬ 要将各阶级融合

为一个社会总体ꎬ 从而对多数劳动工人等群体进行平等化的教育ꎬ 使社会大众都

能够有资格、 有机会获得学习文化、 受教育的权利ꎬ 形成属于整个社会的感觉结

构和集体记忆ꎮ 只有社会大众群体的自主性得到唤醒ꎬ 其才能主动地争取平等权

利ꎬ 为漫长的文化革命发出 “平权” 的先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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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动大众文化传播

共同文化的建设还要借助新兴媒体技术和传播手段ꎮ 威廉斯从电视传媒理论

出发ꎬ 批判地指出了当前英国精英主义的盛行在于少数人对多数新兴媒介的垄

断ꎮ 为此ꎬ 英国工人等群体要对当前的垄断资本主义传媒格局与传播方式进行变

革ꎬ 让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接近社会大众ꎮ 但是伴随着大众出版、 新兴媒介技术

的出现ꎬ 电视、 广播、 电影等新兴媒体开始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ꎬ 我们在消费

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地将其运用起来ꎬ 从而推动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ꎮ 首先ꎬ 要

构建大众文化的民主传播模式ꎬ 打破少数资产阶级垄断的局面ꎮ 威廉斯提出要对

现有的大众传播模式进行民主式变革ꎬ 要让维护少数人传播意图的多重传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手段重新回到绝大多数人手中ꎬ 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ꎮ 新

的传播技术促生了大众文化新的生产方式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生产方式的

变化仅仅只是因为科技的更新ꎮ① 因而ꎬ 威廉斯认为ꎬ 应当从完成沟通的传输、
接收、 回应三个环节进行变革ꎬ 形成一种由大众主导的整体传播新模式ꎬ 破除目

前大众文化受支配性的传播困境ꎮ 其次ꎬ 要加强对民众的传播媒介素质教育ꎬ 唤

醒群众积极地参与民主文化的建构ꎬ 推动社会大众自发地投身信息的交流传播过

程ꎮ 面对英国媒体的支配性传播模式ꎬ 要想破除了少数人群对单一信源的垄断ꎬ
就要让社会大众愿意接受电视、 广播等新兴的传播媒介ꎬ 实现人民大众对传播媒

介的操纵和控制ꎬ 这样才能真正地将文化传播的权利交还给社会大众ꎮ 威廉斯认

为电视媒体超越了阶级ꎬ 凸显了大众作为社会文化的传播主体地位ꎮ 为此ꎬ 他提

出要对社会大众进行电视教育ꎬ 以召唤人民投身民主文化建设ꎮ② 最后ꎬ 要适当

减少广告等物质性力量对大众生活方式的影响ꎬ 让商业化传播逐渐变为民主化传

播ꎮ 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ꎬ 广告作为资本渗透性的物质力量仍阻碍着社会主义

民主观念的形成ꎬ 对其运用不当可能会起到错误的引导作用ꎮ 威廉斯指出: “广
告以及背后的大众传媒给予现代受众一定的指导性ꎬ 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干

预ꎬ 会让现代受众丧失选择权而盲目迷信广告和大众传媒系统ꎮ”③ 因此ꎬ 大众

传播媒介应减少对消费型广告的传播ꎬ 避免为社会大众提供虚假信息ꎬ 控制资本

蔓延的速度和深度ꎬ 正确引导受众尊重大众文化的发展规律ꎬ 一起建设好社会共

同文化ꎮ 因此ꎬ 威廉斯提倡要大力推动大众文化传播模式的变革ꎬ 引导人民群众

主动地掌握新兴媒介技术ꎬ 生产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和感觉结构ꎬ 构建起全民共

享发展、 民主式传播的社会主义共同体ꎬ 最大限度地推动全社会一起打造共同

文化ꎮ

７５

①
②
③

参见许继红: «雷蒙德威廉斯技术解释学思想研究»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５０ 页ꎮ
参见张亮: «雷蒙威廉斯 “文化唯物主义” 视域中的电视»ꎬ «文艺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英] 雷蒙德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ꎬ 倪伟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９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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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争夺文化领导权

面对英国工人群体的大众文化建设困境ꎬ 威廉斯提出要使工人阶级等群体通

过争夺文化领导权来实现社会文化的更迭ꎬ 以此促进社会大众形成共同的文化记

忆与感觉结构ꎮ 当时英国社会当中最为突出的文化实践主体就是人民群众ꎬ 占据

边缘话语权的多数人群体 (以工人群体为主)ꎮ 威廉斯引用葛兰西的 “霸权 (领
导权) ” 理念完成了对社会文化领导权的转移与过渡ꎮ 他认为葛兰西已经用文

化领导权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在精神领域的统治秩序ꎮ 为此ꎬ 威廉斯认为社会

大众的共同文化建设依然逃不开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ꎮ 威廉斯提出ꎬ 英国社会的

文化存在三种形态———新兴文化、 主流文化、 残余文化ꎮ 为了实现共同文化的构

建ꎬ 他提倡通过文化革命来实现大众对文化实践的复兴和领导ꎮ 威廉斯将领导权

与文化革命联系起来ꎬ 认为 “革命不仅强调政治、 经济权力的转移ꎬ 而且强调推

翻某一种特别霸权其存在于生动活泼的经验、 意识形式中”①ꎮ 因此ꎬ 引导

社会大众构建社会主义共同文化使争夺文化领导权成为变革的重要手段ꎮ 一方

面ꎬ 要加快推进大众文化实践ꎬ 积极引导社会大众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思想斗

争ꎬ 通过文化实践在政治、 经济等领域内进行斗争赢得主动权、 领导权ꎮ 文化领

导权的争夺是改变生活方式的主要体现ꎮ 威廉斯强调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活动对

发展大众文化有极大帮助ꎮ 因此ꎬ 要不断促进大众参与社会生活ꎬ 使其深入政

治、 经济社会活动中ꎬ 与社会形成有效连接ꎬ 为大众文化争夺话语权提供机遇ꎮ
另一方面ꎬ 要避免大众文化新兴之时陷入被收编的僵局ꎮ 对绝大多数新兴文化形

式而言ꎬ 它们在文化形式更迭的进程中极容易被霸权文化收编ꎮ 威廉斯认为ꎬ 英

国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曾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ꎬ 但经过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常识教

育ꎬ 这一文化总有一天会转向大众文化并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ꎮ 为此ꎬ 威廉斯总

结出了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三种文化形式———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 残余文化与

新兴文化ꎬ 而这三种文化形式在人们实践的同时也是不断变化的ꎮ 主流文化在对

新兴文化和残余文化的收编过程中ꎬ 也会对其进行吸收和改造ꎬ 一定程度上会磨

灭新兴文化的特性使其成为合乎主流的文化ꎮ 而多数人拥护的大众文化也应该警

惕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文化ꎬ 避免被其同化ꎬ 最后被抛弃ꎮ 因此ꎬ 威廉斯

认为ꎬ 作为多数的大众特别是工人群体同样具备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资格ꎬ 能够参

与到社会文化形式的变化当中ꎬ 积极主动地与其他阶级作斗争———争夺文化领导

权ꎬ 打造符合社会大众需要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ꎮ

８５

① [英] 雷蒙德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ꎬ 刘建基译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２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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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整体性理论特质∗

王　 跃∗∗

【摘　 要】 整体性是马克思大历史观的重要理论特质ꎮ 马克思历史观立足 “现实

的人”ꎬ 从时间、 空间、 理论和实践四个维度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及其历史演进规律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

克思的历史观ꎬ 形成了习近平大历史观ꎮ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一个完整

的思想体系ꎬ 整体性是其总特征ꎬ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其根本

理论特质ꎬ 而时间整体性、 空间整体性、 实践整体性和理论整体性是

其四个基本理论特质ꎮ 习近平大历史观在时间、 空间、 理论和实践四

个维度上ꎬ 是统一于人民这一主体的ꎬ 即根本理论特质统摄于四个基

本理论特质之中ꎮ
【关键词】 习近平大历史观ꎻ 整体性ꎻ 理论特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ꎬ 更加突出人民群

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作用ꎬ 把人民的现实需要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ꎬ 在实际

工作中ꎬ 他身体力行ꎬ 经常到深度贫困地区考察调研ꎬ 模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ꎬ 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问题ꎬ 特别在

许多场合都阐述和强调了树立大历史观ꎬ 形成了习近平整体性的大历史观ꎮ 国内

学界围绕其形成背景、 理论来源、 主要内容、 形成过程、 理论特征和当代价值等

诸多方面开展了研究ꎬ 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ꎬ 为研究习近平大历

史观的整体性理论特质提供了重要基础ꎮ 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

展ꎬ 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认知历史在时间上要具有 “全程视

角”ꎬ 在空间上要具有 “全球视野”ꎬ 在整体上要具有 “全局视界”ꎮ① 分析阐释

０６

∗
∗∗
①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ＳＫ２０２０Ａ０９４５) 阶段性成果ꎮ
王跃ꎬ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建设ꎮ

参见王永友、 李卓: «论习近平历史观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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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大历史观的整体性理论特质ꎬ 对于深入把握其科学内涵和方法论意蕴具

有重要意义ꎮ

一、 人民根本性: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人民根本性可以说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理

论特质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ꎬ 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ꎬ 将马克思主义

群众史观运用于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ꎬ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ꎮ 自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陆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等学习教育

实践活动ꎬ 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ꎬ① 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根本性ꎮ 可以说ꎬ 习近平总书

记十分重视从人民根本性上把握和分析问题ꎬ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根本性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等方面得到生动体现ꎮ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ꎬ 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ꎬ 中国

共产党人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ꎮ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

前人的群众史观ꎬ 提出了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

近平总书记作出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 “我将无我ꎬ 不负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等关于人民的重

要论述ꎮ 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叙事特色ꎮ
人民根本性之所以在习近平大历史观中居于统摄地位ꎬ 就是因为 “现实的

人” 是历史的主体和前提ꎮ 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的根基和宗旨ꎬ 也是习近平大历

史观人民根本性特质的集中体现ꎮ 为什么人的问题ꎬ 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

本问题ꎮ 党的历史是一部始终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ꎮ 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是站在大

历史观的角度ꎬ 强调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ꎬ 我们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

业ꎻ 其次是以数字为时段突出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书写的内容不同ꎬ 既强调

自古至今人民书写 “文明史” 的整体性ꎬ 又突出不同时期书写 “斗争史” “奋斗

史” “发展史” 的阶段性和连续性ꎮ 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的视角ꎬ 把阶段

性、 连续性与整体性结合起来ꎬ 阐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ꎮ 可见ꎬ 人民性是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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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人民是 “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ꎬ 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

根本性的集中体现ꎮ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ꎮ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群

关系ꎮ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ꎬ 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新的挑战ꎮ 因此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直言不讳

地指出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诸多挑战ꎬ 一再强调保持党群关系的重要性ꎮ 在习近

平总书记看来ꎬ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ꎬ 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ꎬ 历史都是人民

创造的ꎮ 他强调: “我们党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 服务人民ꎬ 党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ꎮ”① “一旦脱离群众ꎬ 就会失去生命力ꎮ”② 在纪念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７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ꎬ 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力

量ꎬ 人民军队的力量ꎬ 根基在人民ꎬ “人心就是力量”③ꎮ 可以看到ꎬ 人民群众信

任是党建功立业最大最深厚资源ꎬ④ 在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方面ꎬ 也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根本性ꎮ

(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ꎬ 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人民根本

性的又一集中体现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中指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ꎮ”⑤ 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ꎬ “我们的目标归根

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ꎮ⑥ 这都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大历史观

的人民根本性特征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五大发展理念” 等治国理政的新思想ꎬ 旨

在增进人民福祉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ꎬ “人民” 一词高频

出现ꎮ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坚定人民立

场ꎮ 可以说ꎬ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根本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科学把握ꎬ 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ꎻ 它既是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ꎬ 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特征ꎮ
所以ꎬ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ꎬ “以人民为中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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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ꎮ① 人民立场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立场ꎻ 人民

实践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深刻洞察力、 敏锐判断力ꎻ 人民幸福是习近平大历史观

的目标追求ꎮ 人民根本性也成为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理论特质ꎮ

二、 时间整体性: 历史的中国

所有历史都是有关时间的故事ꎮ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看成一个有

机整体ꎬ 为中国未来发展勾画了崭新的时空坐标ꎬ 把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完整图

景呈现了出来②ꎮ 历史是一个整体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整体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ꎬ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ꎮ 他在讲话中经常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中华民族发展史中考察ꎬ 深刻地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

来、 现在是在哪里、 将来要去哪里等历史问题ꎮ 可以看到ꎬ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立

足于中华民族历史和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而言的ꎬ 而且在时间上呈现出大时段、 中

时段和小时段相统一的整体性特征ꎮ

(一) 党史与国史的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ꎬ 历史的发展是阶段性、 连续性与整体性的统一ꎬ 党史、
国史是一个整体ꎮ

首先ꎬ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共产党历史分为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三个阶

段ꎬ 认为这三个阶段是 “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ꎬ “接续” 表明三个阶段之间具

有连续性ꎬ 即三者之间具有整体性ꎮ 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与近代以来

“救国、 兴国、 强国” 的奋斗历程结合起来阐释ꎬ 既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

阶段性、 连续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阐释ꎬ 也是还击历史虚无主义企图打着 “告别

革命” “补资本主义的课” “向西方民主看齐” 等荒谬论调的强有力武器ꎮ
其次ꎬ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ꎬ 在历史学习方面ꎬ 要注重古今中外历史的统一性

与全面历史地给予评价ꎮ 他说: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 建设、 改革伟大实践ꎬ 是

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ꎮ”③ 他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阐释ꎬ 强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连续性与整

体性相统一的集中概括ꎬ 同时对历史虚无主义企图歪曲历史、 故意颠倒黑白的险

恶论调予以强有力的反击ꎮ 此外ꎬ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ꎬ 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ꎬ 要有一种 “大历史观” 的视野ꎮ 可以看到ꎬ 将

党史与国史看成是一个整体ꎬ 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在时间整体性上的一个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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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ꎮ

(二) 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共同构成中国完整的历史ꎮ 他

在讲话中多次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联系起来ꎬ 将这两段历史看成是一个

整体ꎮ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篇便指出: “一部中

国史ꎬ 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ꎮ”① 从屈原的感慨到杜甫的憧憬ꎬ
再到孙中山的夙愿ꎬ 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和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ꎮ 所

以ꎬ 摆脱贫困是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ꎬ 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

要内容ꎮ 此外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的重

要性ꎬ 提出要深化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提醒我们必须始终

牢记 “落后就要挨打” 的深刻历史教训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要坚持整体化的

历史意识ꎬ 综合运用归纳和比较等手段ꎬ 通过长时段、 大视角的观察来揭示历史

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事件的真正意义ꎮ 可以看到ꎬ 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时间整

体性的又一集中体现ꎮ

(三)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历史的整体性

在历史分期方面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ꎬ 历史不容割断ꎬ 特

别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认识ꎮ
首先ꎬ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

年文明传承、 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

践有着必然的历史关系ꎬ 这种关系不能割断ꎮ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纳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ꎬ 突出了其连续性ꎮ
其次ꎬ 在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方面ꎬ 习近平强调这两个历史

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 在时间上是连续性的整体ꎮ 针对一

些别有用心的人将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两个历史时期对立

起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ꎬ
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

创的”②ꎬ 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ꎬ 也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ꎮ 习近平指出ꎬ 我们要

遵循 “历史不能割断” 的原则ꎬ 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

会发展的历史必然ꎬ 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探索的根本成果ꎮ

(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整体性

历史与文化密切相关ꎬ 历史是文化的重要载体ꎮ 几千年来ꎬ 中华民族孕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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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灿烂的文化ꎬ 每个阶段又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ꎬ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

化ꎬ 是一个整体ꎮ 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方面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ꎬ 是一个有机整体ꎬ
是继承和创新、 传承与发展的关系ꎮ 这三种文化是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

体表现ꎬ 在历史现实性上具有继承与发展的统一性ꎬ 它们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文化

的历史底蕴、 现实基础ꎬ 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ꎬ 呈现出一幅整体性图景ꎮ 在历史

连续性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将三种文化联系起来ꎬ 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整

体ꎮ 这体现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时间整体性ꎮ
通过以上梳理ꎬ 可以看到ꎬ 习近平大历史观在时间上立足的主要是历史的中

国ꎬ 它十分强调历史和文化在时间上的连续性ꎬ 强调不同历史阶段的统一性ꎬ 不

能前后相互否定ꎬ 每个历史阶段也不是孤立存在的ꎮ 所以ꎬ 时间整体性是习近平

大历史观的基本理论特质之一ꎮ

三、 空间整体性: 世界的中国

习近平大历史观在空间上把世界历史看成一个有机整体ꎮ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

空间整体性ꎬ 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与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的辩证统一ꎬ 彰显了世界

眼光和人类情怀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

的ꎮ 习近平主席立足中国和世界两个大局ꎬ 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ꎬ 创造性地提

出 “一带一路” 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理论ꎮ 他还指出: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中国自古以来就同世

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ꎮ”① 事实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历

史问题ꎬ 并不只是为了历史去讲历史ꎬ 他面向的是现实中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

大问题ꎮ②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空间整体性理论特质ꎮ 习近平总书记

十分强调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ꎮ 可以看

到ꎬ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整个世界的空间整体下认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ꎬ 也是在

这一空间下准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ꎮ

(一) “一带一路” 倡议的空间视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ꎬ 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ꎬ 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关注和积极响应ꎮ 这是习近平主席

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ꎮ “一带一路” 倡议具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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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ꎬ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参见曲青山: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历史观»ꎬ «北京日

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０ 期

邃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空间视野ꎬ 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 发展和

生动实践ꎮ
马克思、 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对世界历史作出深刻论述ꎮ 他们

深刻认识到ꎬ 随着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ꎬ 各民

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

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ꎬ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ꎮ 在马克思世

界历史思想的指导下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就要全面扩大对外开放ꎬ 在他的倡导下ꎬ 中国举办了多场高级别的主场

外交活动ꎬ 如 Ｇ２０ 杭州峰会、 ＡＰＥＣ 北京峰会、 上海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ꎮ 其

中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就是在习近平大历史观指导下的一次生动实践ꎮ 习近

平主席指出ꎬ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ꎬ 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ꎬ 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在

国际关系中确立起来ꎮ 而这些原则也是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ꎮ 习

近平主席基于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的历史背景ꎬ 结合当下中

国对外开放现实ꎬ 创造性地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推动形成了新形势下中国

的对外开放空间格局ꎮ 这就从历史上找到了中国现实的发展空间ꎬ 并实现了把这

种空间由历史向现实的转变和空间范围的扩展ꎮ 这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空

间整体性的理论特质ꎮ
自古以来中国就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有经贸往来ꎬ 只是从明朝末期开始

逐渐落后于西方一些国家ꎬ 到了近代ꎬ 更是陷入被列强欺凌和被动挨打的境地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ꎬ
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ꎬ 促进国际合作ꎬ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ꎬ 推动共建 “一带

一路” 高质量发展ꎬ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ꎮ 这都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大

历史观空间整体性的理论特质ꎮ

(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空间整体性的又一生动体

现ꎮ 习近平主席针对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格局ꎬ 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和全世界的广

度上ꎬ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ꎬ 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推动

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 立体化的外交布局ꎬ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

论ꎮ 作为各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 “总体”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正是

马克思所揭示的整个人类 “世界历史” 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ꎮ② 在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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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６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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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动态»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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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出难题”ꎬ 中国的脱贫攻坚历史伟业 “创造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样本”①ꎬ 对全

球减贫事业作出重要历史贡献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ꎬ 中国取得的

这个成绩既属于中国ꎬ 也属于世界ꎬ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

量ꎮ 由此可见ꎬ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ꎮ 他在中国取得快速发

展的同时ꎬ 也注重带动周边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发展ꎬ 善于把握不确定

性增多、 人类面临更多共同难题的当今世界ꎬ 在空间视野上十分广阔ꎮ 这是习近

平大历史观的空间整体性的集中体现ꎮ

(三)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空间视野

２０２０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ꎬ 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ꎬ 改革开放的步伐要

更加坚定和深入ꎮ 在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科学指引下ꎬ 目前我国已经和世界各国签

署了一系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ꎬ 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ꎬ 同

时也为融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今天ꎬ 经过

一段时间的努力ꎬ 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ꎬ 我国在高标准

经贸投资规则等领域也取得了很多重大建设性成果ꎮ 在如何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上ꎬ 我国采取的一系列举措ꎬ 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ꎮ 这足以展现中国改革开

放的辽阔的空间格局和广阔的国际视野ꎮ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会议上重申中国

的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ꎮ 所以ꎬ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空间视野也是习

近平大历史观空间整体性的重要体现ꎮ
综上ꎬ 空间整体性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又一重要基本理论特质ꎬ 它继承和发

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ꎬ 旨在树立正确的历史观ꎬ 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潮

流ꎮ 这些重要论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深刻回答了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ꎬ② 而且相应地在历史观上表现出理论整体性和实践整体性

两个基本理论特质ꎮ

四、 实践整体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续奋斗

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ꎬ 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进行的有意识的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ꎮ 实践的整体性可以从实践活动的内容、 实践活动的

过程、 实践活动的结果等多个视角进行理解ꎮ 特别是今天ꎬ 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迅

猛发展ꎬ 人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ꎬ 实践活动的整体性日益凸显ꎮ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ꎬ 不仅致力于科学 ‘解释世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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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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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致力于积极 ‘改变世界’ꎮ”① 在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程中形成

的习近平大历史观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整体性特征ꎮ 习近平指出ꎬ 历史、 现实和

未来是相通的ꎬ 实现中国梦的接力过程就是其集中体现ꎮ 习近平立足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ꎬ 提出了 “中国梦” 的概念ꎮ 可以说ꎬ 中国梦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等都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实践整体性理

论特质的重要表现ꎮ

(一) 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整体性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ꎬ 是

中国人民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这是习近平大历

史观实践整体性的一个重要表现ꎮ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
建设、 改革伟大实践ꎬ 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ꎬ 是一项救国、 兴国、 强国ꎬ
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ꎮ”② 如今ꎬ 中国人民正处于为实现中华

民族 “强起来” 而努力奋斗的新时代ꎬ 针对完成这一历史任务ꎬ 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和文艺座谈会等重要会议ꎬ 都是立足于 “站起来”
和 “富起来” 的伟大实践ꎬ 在历史上是一个接续性的过程ꎮ 从时间维度看ꎬ 革

命、 建设和改革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ꎻ 从空间维度看ꎬ 革命、 建设和改革

共存于不同历史时期ꎬ 相互交融、 相互促进ꎮ③ 这三大历史时期是 “一个不可分

割的历史整体、 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④ꎮ 所以ꎬ 习近平大历史观在实践上紧紧

抓住了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的实践的接力奋斗过程ꎬ 是实践整体

性的生动写照ꎮ

(二) 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整体性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完成两大历

史任务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实践整体性的又一重要表现ꎮ 中国梦是历史、 现实与未

来的统一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的具体国情

相结合ꎬ 致力于建设物质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全面发展的社

会ꎮ⑤ 在完成历史任务的实践过程中ꎬ 在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中ꎬ 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是一场接力赛ꎮ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ꎬ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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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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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的最后强调ꎬ “回首过去ꎬ 我们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①ꎬ 这都是通过不断实践奋斗取得的ꎮ
可以看到ꎬ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ꎬ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ꎬ 各项事业的接续

奋斗在实践上是连续的ꎬ 历史、 现实与未来是相通的ꎮ 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实践

整体性的生动体现ꎮ

(三)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实践整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ꎮ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在实践上有其独特

的整体性特质ꎬ “五位一体” 是一个整体性目标要求ꎮ 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来看ꎬ 这五个方面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全过程ꎬ 而从其发展历程来看ꎬ 这五个方面也有其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特

征ꎮ 在实践上ꎬ 它们是一个整体ꎬ 相互联系又相互渗透ꎬ 是历史发展的结果ꎬ 只

是在每个阶段问题凸显的程度不同ꎬ 同时也是实践过程中认识的程度不同ꎮ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生动写照ꎬ 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总体要求ꎮ 习近平大历史观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ꎬ 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成果ꎬ 在实践上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的实践整体性的客观要求ꎮ
总之ꎬ 实践永无止境ꎬ 实践的不断发展ꎬ 构成一个不断发展的实践整体性叙

事ꎮ 正是由于实践的永无止境ꎬ 理论才会不断发展ꎬ 逐渐完善ꎮ 正因如此ꎬ 习近

平大历史观与时俱进ꎬ 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逻辑ꎬ 实践整体

性也由此成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一个重要的理论特质ꎮ

五、 理论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整体性始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

性研究包括内容的整体性、 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等方面ꎮ 习近

平大历史观在理论内容的整体性上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ꎬ 是一个完整的理论

体系ꎬ 在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上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历史的论述的继承和发

展ꎬ 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ꎬ 在研究方法的整体性上坚持系统分析的方

法ꎬ 将 “现实的个人” 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ꎮ 由此ꎬ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

论整体性特质得到充分展现ꎮ

(一) 研究方法: 将 “现实的个人” 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ꎬ 再从抽象到思维中的具体ꎬ 这是整体性思维方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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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ꎮ 习近平大历史观从马克思主义 “现实的个人” 这一历史前提出发ꎬ 围绕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ꎬ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科学理论ꎬ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

展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 ２１ 世纪的中国焕发强大的生机活力ꎮ 这是习近平

大历史观理论整体性的重要表现ꎮ 五四运动后ꎬ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ꎬ 开始担负

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任务ꎮ 百余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

命ꎬ 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明的方向锐意进取ꎬ 始终 “代表中

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成就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政军民学ꎬ 东西南北中ꎬ 党是领导一切的ꎮ”①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ꎬ 始终坚持群众路线ꎬ 坚持了这一点ꎬ 就能保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方向不动摇ꎬ 就在理论上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规定

性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和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

一个有机整体ꎬ 习近平提出的坚定这 “四个自信”ꎬ 历史地在理论上反映了习近

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整体性理论特质ꎮ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

记系统回顾了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社会科学

的论述ꎮ 可以看到ꎬ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同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给出了符合时代的科

学回答ꎬ 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坚持系统分析方法ꎬ 把握住一个总的发展趋势ꎮ 这些

都体现了习近平大历史观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整体性ꎮ

(二) 理论内容: 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十个明确” 和 “十四个坚持” 为

核心要义ꎬ 涉及治国理政的经济、 政治、 文化、 教育、 科技、 军事、 外交、 民

族、 宗教、 生态等领域ꎬ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一系列基本问题ꎬ 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ꎮ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 方方面面ꎮ
此外ꎬ 习近平大历史观主要围绕对待历史的态度、 观察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

法、 应用历史和把握历史的目的三个方面展开ꎬ 已逐步发展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

系ꎮ② 习近平大历史观从历史的本质、 重视历史、 学习历史、 研究历史、 借鉴历

史等方面系统全面回答了历史是由谁创造的、 以什么样的正确态度对待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 学习历史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 研究历史是为了什么、 如何从历史

中获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等事关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ꎬ 为治

国理政找准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ꎬ 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等一系列新变化ꎬ
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树立了 “四个自信”ꎮ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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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３ 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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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整体性特质ꎮ

(三) 历史发展: 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历史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ꎬ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

思维ꎮ”① 新时代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发展中的新情况、 新问题ꎬ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ꎬ 围绕

“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汇期ꎬ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的新论断ꎬ 对历代中国共

产党人关于历史的论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ꎬ 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历史理论体系ꎮ
这就是习近平大历史观ꎮ

在建党百年之际ꎬ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

编» 和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的出版ꎬ 充分体现习近平大历史观对历代中国共

产党人关于历史的论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ꎮ 可以说ꎬ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与时

俱进、 一脉相承在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整体性上得到了生动体现ꎮ 从毛泽东到

习近平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生动体现了理论整体性ꎬ 历代中国

共产党人关于历史的论述都是重要组成部分ꎮ 这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理论整体性

特质的又一重要表现ꎮ

六、 结语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ꎬ 历史的主体是 “现实的人”ꎬ 历史是人在特定

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的创造性活动ꎮ 马克思从 “现实的人” 出发ꎬ 以广阔的

历史和空间视野ꎬ 系统研究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和人类当时面临的时代难

题ꎬ 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马克思的历史观把历

史、 现实和未来看成是相通的ꎬ 呈现出整体性的逻辑体系ꎮ 习近平大历史观继

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观ꎬ 其生成具有自身特有的主体、 历史、 空间、 理论

和实践整体性特质ꎬ 共同构成了其整体性原则ꎮ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当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哲学ꎬ 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ꎬ 具有很强的历史思

维ꎬ 我们要善于从整体上对其进行认真研究把握ꎮ 深入把握其理论特质ꎬ 对于

我们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科学内

涵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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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方法和视域

问题、 方法和视域∗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著作述评

胡栋材　 张国庆∗∗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是近年来学界持续关注的

重要课题之一ꎮ 何中华的 «马克思与孔夫子» 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目前

的研究水准ꎬ 尤其是在问题意识的挖掘和探讨方面让人印象深刻ꎮ 它

指出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相遇应以中国的现代性为问题指向ꎬ 毛泽

东思想就是这一历史相遇的最佳例证ꎮ 田辰山的 «中国辩证法» 较早

聚焦方法论问题ꎬ 专门探讨以 «易经»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与马克

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间的内在相通性ꎬ 以丰富的思想例证说明这种相

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ꎮ 张允熠的 «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 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展现了宏阔的思想视域ꎬ 进一步破除了文

化上的欧洲中心论ꎬ 梳理了明清之际到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到改革

开放时期中西文化互动及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进程ꎬ 最终指向张

岱年、 方克立等的 “综合创新论”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而言ꎬ 这三部著作在问题、 方法与视域

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ꎬ 在此基础上可以找到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

方向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ꎻ 视域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 “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重要论

述ꎮ “两个结合” 的重要论述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

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者进行认真研究ꎬ 并结合实践不断进行创新性转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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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

问题研究” (１９ＪＤＳＺＫ１８６) 研究成果ꎮ
胡栋材ꎬ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气论哲学ꎻ 张国庆ꎬ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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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ꎬ 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

问题ꎬ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ꎬ 不仅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理论体系ꎬ 还产生了张岱年、 冯契等具有重要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思想家ꎮ 近年来ꎬ 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上

进展颇多ꎮ 笔者认为ꎬ 何中华的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 田辰

山的 «中国辩证法: 从 ‹易经› 到马克思主义»、 张允熠的 «四百年中国思想文

化之大变局: 中国化视域下 “中西马” 哲学的互动与融通» 三本著作值得关注ꎬ
现将一些阅读体会付诸文字ꎬ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ꎮ

一、 马克思与孔夫子相遇之后: 读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

史的相遇»

近年来ꎬ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与儒学结合问题多有关注①ꎬ 何中华就属于其中较有成绩且值得重视的学者之

一ꎮ 他的新近力作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 (以下简称 «相
遇» ) 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目前的研究水准ꎮ 其问题意识尤其值得分析ꎮ

(一) 追问现代性: 问题意识的明确与深化

找到问题进而找准问题ꎬ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的前

提ꎮ 平心而论ꎬ 在对这一问题的问题意识方面ꎬ 不少研究者缺乏思考甚至理论自

觉ꎮ 这就会导致以下情形: 其一ꎬ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既定事实理解为理所当

然ꎬ 不作具体分析ꎬ 无法深入把握ꎬ 大多停留于宏观论述ꎬ 看不到其中的问题所

在ꎮ 其二ꎬ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 其结

果是窄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地ꎬ 误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要义ꎬ 无法弄清楚或直面中国的现实所要求解决的理论课题ꎮ 简单地说ꎬ
就是找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ꎮ 就理论研究而言ꎬ 这两种情形都不能轻忽ꎮ

何先生对此有高度的问题意识ꎮ 他在 «相遇» 的前言就指出ꎬ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虽然早已成为基本事实ꎬ 但对该事实的理论认知和诠释还很不够ꎮ 也就是

说ꎬ 我们的理论已经远落后于事实ꎮ 进一步说ꎬ 对于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结合问

题ꎬ 现在不是回答 “是否可能” 的问题ꎬ 而是要弄清楚 “如何可能” 的问题ꎮ②

在 “如何可能” 的问题上ꎬ 书名本身可以表明作者的基本态度ꎬ 即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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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何中华: «马克思与孔夫子: 一个历史的相遇»ꎬ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ꎻ 张曙光: «现代

中国语境中的 “马克思” 与 “孔夫子” ———兼论传统的人文维度及其意义»ꎬ «哲学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３ 期ꎻ 田辰山: «从孔夫子到马克思: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契合性»ꎬ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何中华: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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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历史中相遇ꎮ 那么ꎬ 二者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相遇ꎬ 又如何

相遇? 阅读全书可以找到答案: 二者在中国传统的现代化历史行进中相遇ꎬ 这种

相遇存在丰富的可能性ꎬ 包括同向而行的相遇、 错向或背向而行的相遇甚至无方

向而行的相遇ꎮ 当然ꎬ 第一种相遇应该是主要方面ꎮ
不得不说ꎬ 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相遇ꎬ 这个说法本身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既是立体的、 多方位的ꎬ 又有其理论准绳ꎮ 正

因如此ꎬ 作者才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时代性维度上具有融通的可能性ꎮ 特别

是在应对现代性的挑战方面ꎬ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着一致或相近的指向和功

能ꎮ① 这就倾向于认为在反思现代性或构建中国的现代性上ꎬ 马克思与孔夫子相

遇而知ꎮ «相遇» 一书的问题意识及其核心观点就在于此ꎮ 这一问题意识的深

化ꎬ 表现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和儒学的前现代性的考量ꎬ 可以说ꎬ 围

绕现代性问题ꎬ 马克思与孔夫子相遇并且各展所长ꎮ 这抓住了现代性问题ꎬ 切中

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关键ꎮ 同时ꎬ 本文认为该书的某些观点有待进一步

商榷ꎮ

(二) 中国的现代性图景: 毛泽东思想及其诠释

在反思现代性的道路上ꎬ 或者说在追寻中国的现代性方案道路上ꎬ 作者在处

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找到了最具有理论说服力和现实影

响力的代表ꎬ 即毛泽东思想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 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相遇产生了

毛泽东思想ꎬ 反过来说ꎬ 毛泽东思想无可替代地确证了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相

遇ꎮ 关于这一点ꎬ «相遇» 中有诸多阐述ꎮ 作者指出ꎬ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不

过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的一个缩影ꎬ 一种人格化的形式ꎮ②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

是儒学的浸润ꎬ 无疑构成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已有的 ‘前见’ꎮ 费正清因

此甚至认为ꎬ ‘谁要是不懂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ꎬ 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ꎮ’ 
冯友兰同样指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ꎬ 有两个哲学的来源ꎬ 一

个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ꎬ 一个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ꎮ 正因为它有中国古典

哲学的来源ꎬ 它的中国特色才有着落ꎮ 这一点ꎬ 许多人还不理解ꎮ’ ”③ 由这段

引述可以看出ꎬ 作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传统文化滋养和马克思主义传入相互

作用之下形成的ꎮ 笔者认为ꎬ 如果是这样的话ꎬ 那么对其中的作用机理就需要作

出理论分析和交代ꎮ
在笔者看来ꎬ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绝不是简单地把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杂糅

在一起就可以实现ꎮ 结合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来看ꎬ 作者特别指出ꎬ 更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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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中华: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３４ 页ꎮ
参见何中华: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２８ 页ꎮ
何中华: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８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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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中ꎬ 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和后启蒙性被严重忽视ꎮ 其结

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启蒙意义上被解读ꎬ 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虚假对

立ꎮ① 由此看来ꎬ 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位现代性以及中国的现代性方

案ꎮ 作者似乎认定马克思主义具有后现代性或后启蒙性质ꎬ 而儒学传统具有前现

代性质ꎮ 人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启的现代化进程

存在双重误解: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关系的误判ꎬ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

本身的误读ꎮ”② 也就是说ꎬ 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被误读为一种适

合中国的现代性方案ꎬ 与此同时ꎬ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误判为阻碍现代中

国诞生的历史因素ꎮ 作者认为ꎬ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历史语境ꎬ 启蒙现

代性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我们的解读

甚至塑造了一个启蒙意义上的马克思形象ꎮ 这不能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同儒

学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肯定性的关系作出正确的理解ꎮ 不得不说ꎬ 作者

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传统关系问题的重要论题ꎬ
因而不失为理论的洞见ꎮ

问题在于ꎬ 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传统的理解和双重判定值得商榷ꎮ 将马

克思主义视为不同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ꎬ 将儒学认定为

具有前现代性性质的传统ꎬ 进而判定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学而言存在着否定之否定

意义上的某种一致性ꎮ③ 这种理解和判定以现代性为准绳ꎬ 但对现代性本身的理

解似乎不一致ꎬ 故作者的见解不尽妥当ꎮ 实际上ꎬ 现代性本身具有包容性ꎬ 尤其

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方案而言ꎬ 难以简单论定马克思主义就是 “后”ꎬ 儒学传统就

是 “前”ꎮ 根据作者的界定ꎬ 围绕中国的现代性ꎬ 儒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前后呼

应ꎬ 二者的交融由毛泽东思想实现ꎬ 这是对中国现代性方案的确证ꎬ 表现了中国

现代性道路的自身逻辑ꎮ 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ꎬ 它的确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

传统ꎬ 但更是被实践所检验的中国的现代性方案ꎬ 这中间存在复杂的理论问题ꎬ
需要给予更多探讨ꎮ «相遇» 一书虽多处论及ꎬ 但还不够深入具体ꎬ 而是把更多

篇幅放在马克思与孔夫子结合的具体开展方面ꎮ

(三) 中国现代性的推进: 马克思与孔夫子从相遇而知到携手而行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结合ꎬ 这是学界长期

探讨的论域ꎮ 张岱年、 窦宗仪 (Ｔｓｕｎｇ￣Ｉ Ｄｏｗ)、 汤一介、 方克立、 陈卫平、 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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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１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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熠等就给出了相关看法ꎬ 其中不乏某些共通之见ꎮ① 对此ꎬ «相遇» 作出了自己

的努力与贡献ꎮ
(１) 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ꎮ 作者认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儒学传

统尤其是宋明儒学存在相契之处ꎮ 也就是说ꎬ 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具有唯

物主义性质ꎮ② 而在方法论上ꎬ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着运思上的一致ꎮ 举例来

说ꎬ 马克思在 «资本论» 序言中所说唯物辩证的批判性和革命性ꎬ 与儒家易学

传统所主张的生生不息和变易观存在一致之处ꎮ③ 实际上ꎬ 此观点张岱年多年以

前有所论述ꎬ 在某些汉学家那里也能找到类似说法ꎬ 所以并没有多少创见可言ꎮ
(２) 对实践观的强调方面ꎮ 作者指出ꎬ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

最突出也是最本质的特征ꎮ④ 这种认识当然是准确的ꎬ 更进一步说ꎬ 实践是整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普照之光”ꎬ 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实践本体论ꎬ
用马克思的话说ꎬ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ꎮ 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

秘东西ꎬ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ꎮ 在这

一点上ꎬ 作者仍以毛泽东思想为例ꎬ 指出毛泽东对实践的强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体现ꎬ 也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ꎻ 既是认识论的立

场ꎬ 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基础的奠定ꎮ⑥ 遗憾的是ꎬ 对于儒家传统所讲的知

行观ꎬ 如王廷相提出的实践ꎬ 究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何关联ꎬ 作者缺乏比较

分析ꎮ
(３) 在人性论方面ꎮ 作者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同儒家在此方面有相通之处ꎮ

无论是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ꎬ 其人性论预设都是强调人的超越性的一面ꎬ 亦即人

的社会性对作为肉体存在物的人及其自然属性的超越ꎮ 这是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之会通成为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ꎮ⑦ 笔者认为ꎬ 这种见解有点含糊ꎬ 马克思主义

人性论实质上还是实践的人性观ꎬ 并非强调人的超越性ꎬ 更不能说有此预设ꎻ 儒

家传统的人性观主流有强调超越的一面ꎬ 但不能说仅此而已ꎮ
(４) 理想社会追求方面ꎮ 作者援引梁漱溟晚年的论调ꎬ 提示现代新儒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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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岱年: «２１ 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序言»ꎬ «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ꎻ 汤一介: «传承文化命脉 推动文化创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中国»ꎬ «中国哲学史»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ꎻ 方克立: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ꎬ «红旗文稿»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ꎻ 陈卫平: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个问题»ꎬ «思想理论教育»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ꎻ 张允熠: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异同论»ꎬ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综合性考察参见胡栋

材: «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及其反思»ꎬ «文化软实力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何中华: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１２７

１２８ 页ꎮ
参见何中华: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１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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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中国的欣赏与某种接纳ꎮ① 实际上ꎬ 这更是一种误解ꎮ 我们不否认梁漱

溟对于社会本位的倾向ꎬ 但以此表明他倾向于社会主义ꎬ 显得有点望文生义ꎮ 关

于这个方面ꎬ 作者的思想视域有点局限于现代新儒家ꎬ 看不到儒学的多元传统和

现代化的内生动力ꎮ
(５)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方面ꎮ «相遇» 一书毫无疑问提出和抓住了问

题所在ꎬ 此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ꎮ 然而ꎬ 其中有些理论分析有待完善ꎬ 对马克思

主义与儒学具体结合的分析仍过于笼统ꎮ 这些都有待我们认真吸收借鉴ꎬ 如此才

可能真正推进该领域的研究ꎬ 获得真正的思想创见ꎬ 以不负时代的要求ꎮ 总之ꎬ
我们不能满足于揭示马克思与孔夫子的现代性相遇ꎬ 更要推进二者为中国现代化

事业携手而行ꎮ

二、 方法的契合与契合的方法: 读 «中国辩证法: 从 ‹易经› 到
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领域ꎬ 田辰山的

«中国辩证法: 从 ‹易经› 到马克思主义» 是 ２１ 世纪前十年值得关注的一部作

品ꎮ② 该著从辩证法角度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ꎬ 从理论上

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和新方法ꎮ 在此之前ꎬ 美国学者斯塔

尔 (Ｊｏｈｎ Ｂｒｙａｎ Ｓｔａｒｒ) 较早指出ꎬ 辩证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比在欧洲文化传统

中影响广泛而深刻ꎬ 中国哲学经典 «易经» 和汉译本的佛经早已明确表达了深

刻的辩证法思想ꎬ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在辩证法方面有相通之处ꎮ 比较具

体而深入探讨此论题的ꎬ 当推田辰山的 «中国辩证法: 从 ‹易经› 到马克思主

义» (以下简称 «中国辩证法» )ꎮ

(一) 以辩证法为切入点

唯物辩证法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前后就开始在中国传播ꎬ 且在瞿秋白、 李

达、 张申府、 艾思奇等的推动下在 ３０ ４０ 年代高涨起来ꎬ 并被接受和运用到中

国传统文化领域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３０ 年代ꎬ 中国知识界从俄文翻译马克思主义辩证

唯物论ꎬ 其中较重要的事件为瞿秋白在上海的辩证唯物论演讲ꎮ 稍后ꎬ 中国共产

党重要理论家进行的辩证法的通俗化运动ꎬ 前期当推李达和艾思奇ꎬ 后期以毛泽

东的 «矛盾论» 和 «实践论» 为代表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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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中华: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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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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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 真正从辩证法的角度深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问题

的专著并不多见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在张申府等人的直接带动下ꎬ 张岱年很早就注

意到辩证法问题ꎬ 致力于沟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ꎮ １９３６ 年他写出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ꎬ 指出 “唯物、 理想、 解析之综合ꎬ 实乃新唯物论发

展之必然的途径”①ꎮ 在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辩证因素方面ꎬ 张先生作出了

体贴入微的分析ꎻ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解运用方面ꎬ 他指出 “对立统一

律为辩证法之最基本的规律ꎬ 其余诸原则皆可谓对立统一律之特殊运用ꎬ 而皆可

由对立统一推衍而得之”②ꎬ 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淖ꎬ 因而在二者

的结合问题上能够作出无可比拟的贡献ꎮ 委实如此ꎬ 张先生的学术工作和思想创

建仍有一些缺憾ꎬ 主要表现为两点: 他的综合创新论或新唯物论只是呈现了大致

轮廓ꎬ 很多方面有待深化ꎻ 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缺乏专门考察ꎬ 有些认识

不够准确ꎮ
同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把握和绍述比张岱年

要全面且系统ꎮ 他于 １９３７ 年出版的 «社会学大纲» 不仅是 “中国人自己写的第

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ꎬ 也是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

专门绍述的著作ꎮ 针对张东荪和叶青等围绕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以及抗日战争的革

命需要ꎬ 李达认为中国社会十分有必要准确而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

法ꎮ «社会学大纲» 将唯物辩证法放在第一篇进行阐述ꎬ 具体分为四个内容ꎬ 即

“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 “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 “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ꎬ 这些内容占据

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ꎮ 李达对唯物辩证法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ꎮ 难能可贵的

是ꎬ 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ꎮ 问题在于ꎬ 他将自然

辩证法简单视为唯物辩证法在自然领域的运用ꎬ 将历史唯物论简单视为唯物辩证

法在历史领域的运用③ꎬ 未能摆脱苏联教科书的影响ꎮ 更加遗憾的是ꎬ 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ꎬ 几乎只字未提ꎮ
张岱年之后ꎬ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深入阐发ꎬ 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理论创发的要推冯契ꎮ 早年的革命实践特别是抗日救亡

斗争使冯契逐渐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ꎮ 毛泽东哲学尤其是 «论持久战» 则使

冯契心悦诚服ꎬ 深刻影响他并使他坚定地 “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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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①ꎮ 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贯穿于冯契的 “智慧说” 哲学体系之中ꎮ 以 “智慧

说” 三篇为例ꎬ 如果说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是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总体

考察ꎬ 那么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致力于将认识的辩证过程转化为一般方法论ꎬ
«人的自由与真善美» 致力于将认识的辩证过程转为人的德性与自由ꎮ 三者共同

构成了所谓 “广义的认识论”ꎬ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思想体系ꎬ 或

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ꎬ 因而成为 ２０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的重要收获ꎮ
该著作力图回答的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变成存在于中国

语境中的这种形式”ꎮ 作者重点研究的ꎬ 是中国人如何获得对来自西方的辩证法

的理解ꎮ 作者意在论明 “通变” 如何作为一种哲学思维体现中国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的

特点ꎮ 与此相关ꎬ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什么会被中国人所接受而一举成为风靡社

会的思维模式?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ꎬ 该书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Ｙｉｊ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ｒｘｉｓｍ) 原本是写给西方读者的ꎬ 因而更具有中西文化比较与会通的意味ꎮ

(二) 通变: «易经» 的方法传统

田先生之所以选取通变作为揭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方法论上的契合ꎬ 与他

对马克思主义及儒学的理解把握相关ꎬ 更与他对郝大维、 安乐哲的思想观点的继

承与发扬有关ꎮ 作者写道: “我以为我的工作是郝大维、 安乐哲二位学者互系哲

学模式论点研究的继续ꎮ”③ 郝大维、 安乐哲在中西哲学思想比较方面建树卓著ꎬ
蜚声海内外ꎬ 他们在 «通过孔子而思» «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 等英文著述中

将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思维方法表述为 “互系性思维” (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ꎮ
作者对此表示认同: “中国古代思想家正是在相反相成的作用观念上ꎬ 在这些互

系性偶对物事的观念上ꎬ 来认识变化的本质互系性偶对是一种古代宇宙学生

成、 演进的根本阐述原则ꎮ”④ 根据作者的认识ꎬ 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互系性思

维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元典毫无疑问是 «易经»ꎮ «易经» 所体现的通变法则乃是

中国传统关于物事变化的最核心观念ꎬ 通变就是任何互系偶对物事之间变化着的

延续ꎬ 通变思维所看到的宇宙是一个融会贯通、 具有互系关系的宇宙ꎮ 如 «易
经» 讲道: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ꎬ 而观其会通ꎮ”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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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辩证法讲的就是多重、 复杂、 斑驳的宇宙中一切事物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关系

和变化ꎮ 通变哲学的核心即最突出的特点在于ꎬ 不是上帝而是阴阳这样的两端偶

对物事基本方面的相反相成互动才是生成变化的源泉ꎮ 由此ꎬ 道是变化之道ꎬ 道

即是通ꎮ 为此ꎬ 作者反复指认ꎬ 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模式是由通变之道确立起来

的ꎮ «易经» 的核心范畴 “道” “易” “阴阳” “通变” 等可以理解为一种事件本

体论的概念ꎬ 而不是本质本体论的概念ꎻ 它们没有西方哲学那种超越的抽象意

义ꎬ 讲的是自然宇宙的道和具体人物的道ꎮ① 简单地说ꎬ 就是在中国传统中 “事
物” (ｔｈｉｎｇｓ) 更多地被视为 “物事” (ｅｖｅｎｔ)ꎬ 物事即体现通变之道ꎬ 诚如 «易
经序卦» 所言: “物不可以终通ꎬ 故受之以否ꎮ”

以通变来理解和定位 «易经» 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并非毫无依据ꎮ 这一

点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资源中可以找到相关重要表述ꎮ② 在作者的阐释之下ꎬ
“通变” 成为指认 “中国辩证法” 的核心特质ꎬ «易经» 成为这一指认的根本依

据ꎮ 从中西思想文化交往的历史来看ꎬ １７ １８ 世纪欧洲文化巨人莱布尼茨所创

制的二进制算术的表达原则ꎬ 在 «易经» 的阴阳卦图及辩证思维中找到了某种

思想支撑与前行的力量ꎮ «中国辩证法» 将 “通变” 设定为 «易经» 的方法论前

提ꎬ 但对这一前提本身缺乏专门考察ꎮ 由于基本接受郝大维、 安乐哲的互系性思

维观点ꎬ 故作者的重点在于揭示近代以来通变的思维风格是如何为马克思主义的

传入提供辩证哲学发生的基础ꎬ 并融入马克思主义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ꎬ 发展为一种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形式ꎮ 也就是说ꎬ 在中国近代进步人士那里ꎬ 甚至是马克

思主义者的著述中ꎬ 他们表面上使用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术语ꎬ 但这一术语在

深层仍然植根于传统的通变哲学之中ꎮ③

(三) 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从瞿秋白到毛泽东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ꎬ «中国辩证法» 一书较为集中地梳理了辩证法在近代中

国的境遇ꎬ 尤其是揭示了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演进ꎮ 其

结果就是ꎬ 马克思主义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这种崭新的西方语汇融会在中国传统思维

方式之中ꎬ 产生出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ꎮ 而这个中国版本如果要寻找它

的思想源头ꎬ 应追溯到 «易经» 的通变法则ꎮ④ 为了论证这一要义ꎬ 作者对梁启

超、 蔡元培等在译介西方辩证法时体现的融合特征进行勾勒ꎬ 也就是说ꎬ 西方辩

１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 [美] 田辰山: «中国辩证法: 从 ‹易经› 到马克思主义»ꎬ 萧延中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１３ 页ꎮ
参见吴根友: «易、 庄哲学中 “通” 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ꎬ «周易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ꎻ 吴根

友: «通之道 (引论) ———一种新的形上学之思»ꎬ «哲学分析»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 [美] 田辰山: «中国辩证法: 从 ‹易经› 到马克思主义»ꎬ 萧延中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３８ 页ꎮ
参见 [美] 田辰山: «中国辩证法: 从 ‹易经› 到马克思主义»ꎬ 萧延中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７７ ７８ 页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０ 期

证法的论说变成了中国的通变观念ꎮ 比如在蔡元培这里ꎬ 黑格尔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经过汉语再生产的过程被转化成了辩证法ꎬ 至少在表象层次上ꎬ 黑格尔的辩证法

与中国的通变思维可以互相兼容ꎮ①

作者把大部分篇幅用于描刻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ꎮ 首先是 “在中国

系统讲解辩证唯物哲学的第一人” 瞿秋白ꎮ 作者认为ꎬ 瞿秋白在辩证唯物论里看

到的是与中国传统的通变哲学类似的思想ꎮ 举例来说ꎬ 他将上层建筑对立于经济

基础的二分概念转化成了一种互系范畴: “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ꎬ
好像树的发叶开花ꎬ 并非单供给你主观的欣赏ꎬ 而是有客观的营养传种的作用

的ꎮ 所以政治、 思想等当然能返其影响于经济ꎮ”② 这种认识充满洞见ꎮ 对于受

第二国际或列宁主义影响十分明显的瞿秋白来说ꎬ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非

完全教条地被接受ꎬ 而是在创造性的理解中被赋予中国的特点ꎮ 实际上ꎬ 对于当

时的中国思想界而言ꎬ 能够比较好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理论原貌和思想

精义的ꎬ 要推塔尔海玛 (Ａ Ｔｈａｌｈｅｉｍｅｒ) 的 «现代世界观» (德文原名为 «辩证

唯物论的入门» )ꎬ 以及后来李达撰写的 «社会学大纲»ꎬ 这两部书在当时的确

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ꎮ
其次是论及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以及通俗化的代表人物艾思奇ꎮ 作者认为艾

思奇看到了中国固有的 “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ꎬ 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

与中国传统通变哲学相类似的东西ꎮ③ 在此基础上ꎬ 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使唯物

辩证法中国化的同时也将其通俗化ꎮ 结合抗日战争的时代状况来看ꎬ 真正做到了

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所说的ꎬ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ꎬ 就会变成物

质力量ꎮ
最后是毛泽东ꎮ 作者将最浓重的笔墨留给了毛泽东ꎬ 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将传

统通变思想发展到一个现时代的新阶段ꎮ 这个通变思维的新阶段可称为 “中国版

本的马克思主义”ꎬ 其重要特征就在于毛泽东不只是自己理论的创作者ꎬ 而且也

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ꎮ④ 比如ꎬ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解读多使用中国典故和古

汉语用语ꎬ 尤其是老子哲学和易学思想ꎮ 在这方面ꎬ 其中国特色比瞿秋白和艾思

奇更为强烈ꎬ 也更为娴熟ꎮ 为此ꎬ 作者分析了毛泽东宇宙观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

熏陶及其表现ꎮ 第一ꎬ 通的观点ꎮ 在毛泽东眼里ꎬ “万象之众ꎬ 息息相通”ꎮ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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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天下之生民ꎬ 各为宇宙之一体ꎮ”① 第

二ꎬ 变的观点ꎮ 毛泽东认为 “天下万事ꎬ 万变不穷”②ꎬ “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③ꎮ
作者由此推论ꎬ 毛泽东深厚的通变思想根源可以从两个并行不悖的方面看ꎬ 一方

面ꎬ 他的思维方式造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通变解读ꎻ 另一方面ꎬ 他将古代

思想也作为唯物辩证法看待ꎮ④ 总而言之ꎬ 毛泽东相信唯物辩证法与古代中国传

统思想的通变是相通的ꎬ 并且取得了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功ꎬ 如著名的 «矛盾论»
«实践论» 及 «论持久战» 等ꎮ

毛泽东思想确乎是中国辩证法或中国版本的唯物辩证法的最佳例证ꎬ 怎么肯

定都不为过ꎮ 然而ꎬ 不得不说ꎬ 有些重要的问题在 «中国辩证法» 中被遮蔽了ꎮ
比如ꎬ 如果 说 这 个 被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理 所 当 然 地 视 为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的东西ꎬ 其实是通变思想的现代版本⑤ꎬ 那么这与所谓

的 “西学中源” 说有何差异? 如此一来ꎬ 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即矛盾分析法以及

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ꎬ 就被简单地抹平ꎮ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 换言之ꎬ 只是从思维方式论证通变与唯物辩证法相契

相通ꎬ 是否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 退一步看ꎬ 既然作者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将

自己传统的通变当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ꎬ 那么这种行为是否顺理成章?
其理论后果如何? 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辨析和论明ꎬ 而不能简单了事ꎮ 如作者所

指出的ꎬ 在通变哲学里进化与退化是互系的、 相通的ꎬ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唯

物辩证法就真的一致? 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ꎮ
综上所论ꎬ 尽管郭沫若、 张岱年、 李石岑、 郭湛波、 陈唯实、 李豹隐等人曾

在先秦哲学经典中探索中国辩证法ꎬ 而且在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方面ꎬ 他们的工

作在某些方面比瞿秋白、 毛泽东可能更加翔实、 更加精细ꎮ 问题在于ꎬ 中国版本

的唯物辩证法应是马克思主义的ꎬ 而不能停留在中国版本的样式上ꎮ

三、 中华文化综合创新的当代视域: 读 «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

大变局: 中国化视域下 “中西马” 哲学的互动与融通»

众所周知ꎬ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过程是中西文化互动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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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进展ꎬ 是一次革命性进程ꎮ 某种意义上ꎬ 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使

中西文化互动与交往获得实质性推进ꎮ 所以ꎬ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

合命题置于中西文化互动与交往的视域来加之认识与评析ꎬ 可以丰富这一命题的

内涵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自觉认识到并从学术研究上有实质性推动这一点的要推张

允熠的近著 «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 中国化视域下 “中西马” 哲学的

互动与融通» (以下简称 «大变局» )ꎮ 这部 ６０ 多万字的大著从总体上考察梳理

了从明清之际至清末民初以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世纪之初的四百年中国思想文

化大变动ꎬ 其主题是对中国化视域下 “中西马” 的哲学互动与融通进行理论把

握与阐释ꎬ 最终指向以张岱年、 方克立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综合创新说ꎮ
«大变局» 的最大特点集中表现在思想视域方面ꎮ 中西文化的相遇必然带来

互动与交流ꎬ 其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思想的碰撞和视域的融合ꎮ 从明清之际到清末

民初、 从五四运动到五四运动之后、 从改革开放到 ２１ 世纪ꎬ 这些重要阶段都被

纳入 «大变局» 的思想视域并加以宏观把握和理论分析ꎬ 其中一条思想主线就

是从中西互动到中西马互动再到中西马融合与综合创新ꎮ 也就是说ꎬ 思想视域并

非简单的时间划分ꎬ 更是作者学术立场、 观点与方法的反映ꎬ 即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的理解ꎮ 对此作者有高度理论自觉ꎬ 他在全书结尾处强调ꎬ 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的视域是 “一种历史的眼光” “一种文化的眼光” “一种中西合璧的

眼光” “一种实践的眼光”①ꎮ 如果将该著与许苏民的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 稍

作比照ꎬ 就会发现二者的研究领域多有重叠ꎬ 然由学术立场、 观点与方法所彰显

的思想视域却差异明显ꎮ 概括而言ꎬ 该著有几个突出的方面值得注意ꎮ

(一) 对欧洲中心论思想的破除以及对中西文化互动的客观态度

作者在论述西方文化发展时多次指出ꎬ 欧洲文化在哲学、 宗教以及语言等方

面缺乏真正的原创性ꎬ 欧洲中心论事实上不能成立ꎬ 更不具有历史合理性ꎮ 与此

同时ꎬ 作者强调中西思想文化互动的过程是双向的而非单线的ꎮ 基于这种客观态

度ꎬ 利玛窦、 龙华民等在华传教士得到重视ꎮ 特别是龙华民的 «灵魂道体说»ꎬ
被视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中西文化互动的见证者ꎮ «大变局» 指出ꎬ 在欧洲欲从

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思想禁锢中走出并努力寻求思想自由和理性进步之时ꎬ
中国哲学助推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形成和启蒙运动的进程ꎬ 在客观上为欧洲思想发

展注入了活力ꎮ② 也就是说ꎬ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因素在 １７
１８ 世纪的欧洲推动了反神学的启蒙运动ꎬ 到 １９ 世纪ꎬ 马克思批判宗教神学和唯

心主义哲学ꎬ 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ꎬ 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哲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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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土壤中终于找到了知音ꎮ① 最早专门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神论和唯物

主义揭示出来ꎬ 并与西方宗教神学以及各种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加以比较的ꎬ 就是

龙华民的 «灵魂道体说»ꎮ 在此意义上ꎬ «灵魂道体说»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ꎮ
«大变局» 进一步指出ꎬ 龙华民认为中国哲学的第一本原是物质ꎬ 孔子是无

神论者ꎬ 中国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ꎮ 这种对孔子和中国哲学的性质判断ꎬ 随着

«孔子及其教理» 在西方的广泛流传ꎬ 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利玛窦对中国宗

教和哲学的介绍ꎮ② 龙华民试图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原理来论证天主教教义比宋

明儒学更加高妙ꎮ «灵魂道体说» 的立论核心在于道体被视为质料ꎬ 灵魂则作为

形式ꎬ 或道体是物ꎬ 灵魂是神ꎮ 由此一来ꎬ 容易造成一种观点ꎬ 即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缺乏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ꎬ 从而引发思想争议ꎮ 事实上ꎬ 利玛窦早已有

此观察ꎮ 他虽然颂扬中国ꎬ 但也指出中国传统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ꎮ 不仅如此ꎬ
利玛窦对中国思想学术缺陷的认识值得重视ꎬ 即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 (思辨科

学) 和形而下学 (物理学或自然科学) 不甚完备ꎬ 尤其是缺少形式逻辑概念及

规则ꎬ 数学和天文学比较落后等ꎮ③ 为此ꎬ 利玛窦、 徐光启等人做了不少有针对

性的工作ꎬ 这些工作构成中西文化互动交往的重要表现ꎮ

(二) 对西方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思想作用的充分揭示

«大变局» 用了不少篇幅介绍探讨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情况ꎮ 如作者所说ꎬ
严复引介的进化论ꎬ 其影响之大ꎬ 除 ２０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外ꎬ 超出此前和同

时的任何一种外来思想ꎬ 很快成为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中国思想之大宗ꎮ 无论是

维新人士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等ꎬ 还是革命党人孙中山、 章太炎、 陈天华

等ꎬ 无不是进化论的信奉者ꎬ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物陈独秀、 胡适等起初都信奉

进化论ꎮ④ 关于这一点ꎬ 冯契、 李泽厚等早已有所提示ꎬ 高瑞泉、 王中江等有专

著进行考察ꎮ «大变局» 的突出表现在对康有为、 孙中山、 马君武等近代进步人

士关于进化论的理解ꎬ 以及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这一重要转变的分析ꎮ
«大变局» 指出ꎬ 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具有糅合 １９ 世纪欧洲生物进化论与中

国儒家传统进化思想的理论特质ꎮ 这体现在他对 «春秋公羊传» 之 “三世说”
的阐释上ꎬ 即康有为的进化论基本上是在今文经学传统的范围内援西学之进化

论ꎬ 编织了一个神秘的 “三世说”ꎬ 把儒家固有的进化思想确切地冠以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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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ꎮ① 与此类似ꎬ 进化论作为孙中山 “三民主义” 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ꎬ 其

实也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易学思想ꎮ 章太炎讲 “俱分进化论”ꎬ 能够指出

西方进化论单线思维的某些缺陷ꎮ 这些做法对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重

要影响ꎬ 因而不得不多加注意ꎮ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ꎬ «大变局» 对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变给予重要考

察ꎬ 指出进化论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ꎬ 影响了几代中国知

识分子ꎬ 使其成为从中国封建的旧意识形态 (儒学) 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马
克思主义) 转型的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ꎬ 其中较关键的环节就是从进化论到历史

唯物主义的转变ꎮ② 对于能够自觉推动这一转变的人物ꎬ 作者给予肯定性评价ꎬ
比如马君武 １９０３ 年所发表的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ꎬ 指出马克思是 “以唯

物论揭示历史学之人也ꎮ 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ꎮ 马氏之徒ꎬ 遂谓实与达

尔文言物竞之旨合”③ꎬ 并且认识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ꎬ 故值得肯定ꎮ 还比

如胡汉民在宣传、 介绍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撰写的 «中国哲学史唯物之研究» «阶
级与道德学说» 等一系列哲学论文ꎬ 进入真正研究并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

析、 阐述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哲学理念的领域ꎬ 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之

后一个真正的质变ꎬ 其理论水平之高、 思维之严谨、 见解之精辟ꎬ 在当时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的人群之中是首屈一指的ꎮ④ 相较而言ꎬ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上ꎬ 孙中山始终没有超脱社会主义论域ꎬ 因而未能契合唯物史观的要义ꎮ

(三)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问题指向ꎬ 重塑 “中西马” 文化互动与会

通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曾把中西方的相遇称为 “两极相逢” 或 “两极相联”ꎮ 他本人未能想

到的是ꎬ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ꎬ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迎来实质性进展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西文化的 “两极相联” 变得更加具有

革命性、 科学性和实践性ꎮ 诚如作者所言ꎬ 五四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派、 西

方哲学文化派、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三派 “争鼎中原” 的大致格局ꎮ 这种格局大

约持续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至抗战全面爆发后略有分化ꎮ⑤ 那么ꎬ 如何正确看待

和分析这种思想文化格局ꎬ 就显得十分重要ꎮ «大变局» 一书在丰富史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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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论述马克思主义学派、 西方哲学文化派以及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情况ꎬ 同

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问题指向和重点线索ꎬ 以此说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

思想文化进程ꎮ
相较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前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介ꎬ 瞿秋白重点引进

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ꎬ 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李达 «社会学大纲» 出版ꎬ 标志

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的完成ꎮ 与此相呼应ꎬ 随着毛泽东 «实践论» «矛
盾论» «论持久战» 等一系列重要论著问世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第一个重要

创获即毛泽东思想ꎮ
当然ꎬ 思想史的进程并非如此简单ꎬ 西方哲学文化派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论战或质疑如影随形ꎮ 其中有些讨论绝非意气

之争ꎬ 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十分重要ꎮ 比如ꎬ 张东荪、 张君

劢、 牟宗三等人在唯物辩证法辩论中主要坚持两种观点: 一是从本体论上否认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ꎬ 二是从形式逻辑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

法ꎮ① 这些看法至今仍有理论启发价值ꎮ 更不用说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创人物的梁

漱溟的理论与实践ꎬ 及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微妙

关系ꎮ 尽管毛泽东本人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多次变化ꎬ② 但作为毛泽东

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如 «矛盾论» 等ꎬ 毫无疑问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巧

妙地与中国传统哲学、 传统思维糅合起来ꎬ 充分展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ꎬ 故

可以说是 ２０ 世纪中国思想领域最具创造性的哲学著作ꎮ
另一位现代新儒学大师冯友兰在抗战期间的 “儒学复兴” 运动中成效卓著ꎮ

他在抗战期间著 “贞元六书”ꎬ 之后遭到唯物主义阵营即马克思主义学派 (陈家

康、 杜国庠、 胡绳、 赵纪彬、 周谷城等) 的严厉批评ꎮ 经此种种过程ꎬ 中国马克

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ꎬ 出现了以郭沫若、 范文澜、 侯外庐、 任继愈

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派或史学派ꎬ “今日我们所说的 ‘中西马’ 三学之

中的 ‘马学’ 群体ꎬ 实际上就是他们开创的ꎬ 今人只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③ꎮ
改革开放之后有张岱年、 冯契甚至李泽厚等既坚持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ꎬ
又致力于创建具有民族性、 世界性的中国哲学话语的著名学者ꎮ

至于西方哲学文化派所参与的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建构ꎬ 如从严复到胡适、
金岳霖等ꎬ 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缺少逻辑并不必然导致对中国哲学的漠视或

极端偏见ꎬ 而应该致力于建构符合现代性要求的中国思想文化ꎬ 冯友兰的 “新理

７８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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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和金岳霖的 «论道» 就是运思中西、 潜心古今的本体论建构ꎮ① 在汲取西方

优秀思想文化这一点上ꎬ 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比西方哲学

文化派消极ꎮ 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ꎮ 无论是从

金岳霖到冯契ꎬ 还是从张申府到张岱年ꎬ 抑或冯友兰从早期到晚年ꎬ 都印证了这

一路向ꎮ 更准确地说ꎬ 即是否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ꎬ 从而坚持中华文化

立场ꎬ 吸收西方优秀文化ꎮ
在 «大变局» 看来ꎬ 如果说从张申府的 “三流合一说” 到张岱年的 “综合

创新说” 的实质是树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过程ꎬ 那么从张岱年的 “综合创

新说” 到方克立的 “马魂中体西用论” 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反复指认和不

断强化ꎬ 这一过程就表现为思想文化问题上的具体针对性ꎮ 其结果是ꎬ 在中国化

的视域下ꎬ 经过四百年中西文化互动和近百年来 “中西马” 的互动ꎬ 实现了中

国民族文化一次空前的大转型ꎬ 也就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化与

意识形态的新主流的生成ꎮ 这一观点进一步印证了作者的意图ꎬ 即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为问题指向和核心线索ꎮ 相较之下ꎬ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之

间的会通之处的揭示倒显得是其次ꎮ② 由此可以说ꎬ «大变局» 并非要揭示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融合会通ꎬ 而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是中

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ꎮ 或许这就是 «大变局» 所要彰显的中国化的思

想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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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的内在机理∗

张兴毅　 苏星鸿∗∗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道路自信的文化根基ꎬ 同时也承载着提升道

路自信的时代使命ꎮ 当前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充斥着各种文化

病垢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克服和破除这些文化病垢的精神利剑ꎮ 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ꎬ 要理性对待传统文化ꎬ 夯实道路自

信的文化基础ꎻ 贯彻 “双创” 发展战略ꎬ 增强道路自信的文化动力ꎻ
秉持开放包容理念ꎬ 扩大道路自信的文化空间ꎮ

【关键词】 中华民族ꎻ 优秀传统文化ꎻ 道路自信ꎻ 内在机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ꎬ 是坚定道路自信的文化

根基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被实践不断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ꎬ 更是承载着悠久绵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之路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这条道路 “是在对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ꎬ “中华民族

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ꎬ 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ꎬ 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

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ꎮ① 因此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道路自信的契合

性成为广泛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ꎮ 明晰并且解决好这个重大命题ꎬ 是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ꎬ 是增强道路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为此ꎬ
就要全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的可行性、 现实性和实践性ꎬ 深刻

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的内在机理ꎮ

一、 智慧积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道路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先贤智慧的结晶和思想的凝结ꎬ 有着极其强大的历史穿

０９

∗

∗∗

①

本文系甘肃省教育厅优秀研究生 “创新之星” 项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研究” (２０２２ＣＸＺＸ—５８７) 的研究成果、 ２０２２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

明新形态研究” (２０２２ＹＢ０６７)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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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力和现实影响力ꎮ 自信是国家、 民族、 政党对于自身价值、 信念、 文化积极肯

定的态度ꎮ 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的选择ꎬ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选择ꎬ 不是偶然的突发的ꎬ 而是由中国独

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所影响的ꎬ 是植根于中国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土壤所进

行的理性抉择和制度变迁的结果ꎮ”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
实践方式和精神品格涵养道路自信ꎮ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提升道路自信的价值观念

第一ꎬ “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ꎮ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

的思想资源ꎮ 从 «尚书» 中的 “民惟邦本ꎬ 本固邦宁” 到 «道德经» 中的 “圣
人无常心ꎬ 以百姓心为心”ꎬ 从 «孟子尽心下» 中的 “民为贵ꎬ 社稷次之ꎬ 君

为轻” 到 «荀子大略» 中的 “天之生民ꎬ 非为君也ꎻ 天之立君ꎬ 以为民也”ꎬ
从 «管子牧民» 中的 “政之所兴ꎬ 在顺民心ꎮ 政之所废ꎬ 在逆民心” 到西汉

贾谊提出的 “夫民者ꎬ 万世之本也”ꎬ 这些古训都旨在告诫统治者在做决定时应

从民意出发ꎬ 以民为本ꎮ 从古至今中国历代思想家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着

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ꎮ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即人民性ꎬ 人民立场是其最根

本的立场ꎮ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ꎬ 以科

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 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

指明了方向ꎮ”② 中国道路就是践行 “以民为本” 发展理念的结果ꎮ “中国道路的

成功选择ꎬ 根本因素就在于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 融合人民的智慧ꎻ 中国

道路的不断拓展ꎬ 根本动力就在于高度重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ꎻ 中国道路的

最重大价值ꎬ 就在于这是一条能够造福人民、 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之路ꎮ”③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赋予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ꎬ 使中国道路得到人民的

充分认同ꎮ
第二ꎬ “尚和合ꎬ 求大同” 的发展理念ꎮ 中华民族历来以团结统一、 爱好和

平著称于世ꎮ 孔子在 «论语学而» 中指出: “礼之用ꎬ 和为贵ꎮ” 强调 “礼”
是手段ꎬ “和” 是目的ꎮ «中庸» 中有 “中也者ꎬ 天下之大本也ꎻ 和也者ꎬ 天下

之达道也”ꎮ 这里的 “中和” 并不是调和主义ꎬ 而是 “因中致和” 与 “和而不

同”ꎮ «古今贤文» 中提到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ꎬ 百花齐放春满园”ꎬ 反映出 “和
合” 的最终目标是和谐共生ꎮ “和合” 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ꎬ 现已成为中

国道路发展中独特的政治文化基因ꎮ 近代以来经过战争洗礼的中华民族ꎬ 对和平

有着不懈的追求ꎬ 也倍加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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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ꎬ 顺应时代潮流是大趋势ꎬ 任何 “国强必霸” 的企图都是妄想ꎬ 任何单

边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ꎬ 只有和平、 交流、 合作、 发展才是应势之举ꎮ 中国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ꎬ 致力于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

献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不是权宜之计ꎬ 更不是外交辞

令ꎬ 而是从历史、 现实、 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ꎬ 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

的有机统一ꎮ”① 我们对和平发展道路的这种自信和自觉ꎬ “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

厚渊源ꎬ 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ꎬ 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

握”②ꎮ 正是因为这种自信和自觉ꎬ 中国积极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为

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ꎮ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提升道路自信的实践方式

第一ꎬ “不日新者必日退” 的实践动力ꎮ 创新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风霜所孕

育出的宝贵思想ꎬ 追求自我革新是古人早已明晰的实践方式ꎮ «易传系辞上»
中有 “日新之谓盛德”ꎮ «诗经» 中有 “周虽旧邦ꎬ 其命维新”ꎮ «礼记大学»
中有 “苟日新ꎬ 日日新ꎬ 又日新”ꎮ 北宋程颐指出: “君子之学必日新ꎬ 日新者

日进也ꎮ 不日新者必日退ꎬ 未有不进而不退者ꎮ” 在古人看来ꎬ 只有不断革故鼎

新ꎬ 才能达到至善之境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 “周虽旧邦ꎬ 其命维

新” 的创新理念ꎬ 通过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ꎮ 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 面对我国创新能力仍然不强的现实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必

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ꎬ 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ꎬ 把创新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ꎬ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

新等各方面创新ꎬ 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ꎬ 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ꎮ”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ꎬ 必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ꎬ 这

是中华民族创新思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ꎬ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必然

要求ꎮ
第二ꎬ “实事求是” 的实践方法ꎮ “实事求是” 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求实精

神的一个重要范畴ꎮ 班固讲到 “修学好古ꎬ 实事求是”ꎬ 这里的实事求是指做学

问时要充分占有资料ꎬ 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ꎮ “实事求是” 也是儒家倡导的实践

方式ꎬ 孔子曰: “知之为知之ꎬ 不知为不知ꎬ 是知也ꎮ” 毛泽东在 «改造我们的

学习» 一文中对 “实事求是” 作出创新性的阐释ꎬ 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

涵ꎮ 此后ꎬ “实事求是” 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ꎬ 并贯穿于党全部工作

的始终ꎮ 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ꎬ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破浪前行ꎬ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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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取得革命、 建设、 改革的胜利ꎬ 实事求是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少的重要法宝ꎮ 实践表明ꎬ 中国道路之所以正确ꎬ 之所以继

续胜利前进ꎬ 关键在于实事求是ꎬ 即不断根据时代发展需求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中国实际ꎬ 赋予其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ꎮ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提升道路自信的精神品格

第一ꎬ “自强不息” 与 “厚德载物” 的民族精神ꎮ «周易乾卦» 中讲到

“天行健ꎬ 君子以自强不息”ꎮ “自强不息” 表现为力求进步、 不断革新、 发愤图

强、 永不停息ꎬ 是流淌在我们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永不断流的精神血液ꎮ «周易
坤卦» 还讲 “地势坤ꎬ 君子以厚德载物”ꎮ “厚德载物” 是一种博大宽厚的表现ꎬ
体现为宽以待人、 和谐共处、 包容万物、 海纳百川ꎮ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一直

彰显着 “自强不息” 和 “厚德载物” 的民族精神ꎮ 在其鼓舞下ꎬ 改革开放 ４０ 多

年来ꎬ 中国人民开启了新时期ꎬ 进入了新世纪ꎬ 站上了新起点ꎬ 迈入了新时代ꎮ
４０ 多年的艰苦奋斗ꎬ 使我们这个国家、 民族、 政党面貌焕然一新ꎮ “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
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 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 中

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① 如今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ꎬ 我们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ꎬ 不断乘风

破浪ꎬ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ꎬ 使中国道路行稳致远ꎮ
第二ꎬ “居安思危” 的忧患意识ꎮ “安而不忘危ꎬ 存而不忘亡ꎬ 治而不忘

乱”ꎬ 这是中国古人治国理政的智慧ꎮ 将 “安不忘危” 的意识由个人上升到国家

治理ꎬ 认为身家性命和江山社稷得以保全和持续的关键在于时时刻刻保持头脑清

醒ꎬ 不能有高枕无忧之思ꎬ 不能有安逸享乐之举ꎮ “忧劳可以兴国ꎬ 逸豫可以亡

身”ꎮ② 历史上ꎬ 凡是安不忘危和夙兴夜寐的明君ꎬ 国家都能兴盛ꎻ 凡是贪图享

乐和骄奢淫逸的昏君ꎬ 国家最终灭亡ꎮ 中国共产党深知 “居安思危” 的重要性ꎬ
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ꎬ 就告诫全党要提防资产阶级的 “糖衣炮弹”ꎬ 提出了

“两个务必” 的著名论断ꎮ 邓小平也一直强调ꎬ 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ꎬ 一定不能

掉以轻心ꎮ 进入新时代ꎬ 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ꎬ 以全球化视野来看ꎬ 机会与风

险挑战并存ꎬ 中国虽前景光明但也是面临众多风险挑战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ꎬ 越是前景光明ꎬ 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ꎬ 做到居安

思危ꎬ 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ꎮ”③ 百余年党史深刻表明ꎬ 忧患

意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历史经验ꎬ 我们是从忧患中诞生、 从忧患中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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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ꎬ 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ꎬ 更是赋予其时代

新义ꎬ 只有务本务实、 把握全局、 坚持底线思维ꎬ 不断增强驾驭风险和挑战的本

领ꎬ 才能在中国道路上披荆斩棘、 乘风破浪ꎮ

二、 现实要求: 应对和消除道路自信的文化垢症

道路自信ꎬ 顾名思义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并选择的

道路的认同和坚守ꎮ 从广义看ꎬ 道路自信包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

革命道路、 改造道路和建设道路的自信ꎻ 从狭义看ꎬ 道路自信特指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ꎮ 本文的道路自信是指狭义上的道路自信ꎬ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ꎬ 自觉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ꎬ 在提升文化自信的基

础上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道路自信ꎮ 但是ꎬ 在 “两个大局” 交互作用的历史进程

中ꎬ 中国道路自信也遭受着各种不良文化的冲击ꎬ 需要进一步在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予以应对和消除ꎮ

(一) 应对和消除文化复古主义的现实要求

文化复古主义就是文化复古势力极力推崇的复古思潮和运动ꎮ 文化复古主义

的流行并不是简单的思想形态ꎬ 而是带有很强政治目的的社会运动ꎮ 文化复古主

义从近代以来就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ꎬ 目前文化复古主义也成为阻碍中国道路不

断前行的思想病垢ꎮ 倡导这种思潮的人主张尊孔复儒ꎬ 认为儒学是匡时济世之

学ꎬ 不仅主张 “儒化” 当代中国ꎬ 而且主张 “儒化” 当代世界ꎻ 认为 “中国传

统文化处于所有文化的前列ꎬ 对于中国及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ꎬ 人类

文化的危机只能靠中国的传统文化”①ꎮ 这种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的文化复古主义ꎬ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东方文化中心主义ꎬ 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大势不符ꎬ 与中国道

路的文化精神不符ꎮ 时下的国学热中ꎬ 文化复古主义思潮有抬头的迹象ꎮ
从外在表现看ꎬ 就是 “尊孔读经”ꎮ 封建社会的 “尊孔读经” 是统治阶级维

护自身统治的手段ꎬ 当然是要反对的ꎮ 近代以来ꎬ 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借 “尊孔

读经” 对抗马克思主义ꎬ 拒斥西方优秀文明成果ꎬ 属于道统层面的文化复古主

义ꎬ 同样是需要反对的ꎬ 因为它主张一切向后看ꎬ 将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发展割

裂开来ꎬ 无法更好地发展ꎮ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尊孔读经” 应当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ꎮ 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ꎬ 经作为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ꎬ 应该予以认真阅读ꎮ 问题是 “尊孔读经” 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ꎮ
那种以古为出发点ꎬ 认为今不如古、 一切向后看的文化复古式做法是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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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 是历史的倒退ꎬ 必须止步ꎮ 以今作为立足点ꎬ 努力做到古为今用ꎬ 一切向前

看ꎬ 这种文化创新的态度是需要大力提倡的ꎮ 可见ꎬ 彻底划清文化复古和文化创

新的界限ꎬ 对于克服文化复古思潮对道路自信的影响至关重要ꎮ 我们要高度警惕

复古式 “尊孔读经” 的沉渣泛起ꎬ 给中国道路的正常前行制造新的障碍ꎮ
从内在表现看ꎬ 就是儒家马克思主义ꎮ 儒家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儒家思想和马

克思主义并列起来ꎬ 甚至用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ꎬ 这属于政统层面的文化复

古主义ꎮ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是主流意识形态ꎬ 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形态

的变化ꎬ 儒家思想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不复存在ꎬ 其退场是历史的必然ꎬ 因

此用儒家思想代替马克思主义是痴人说梦ꎮ 儒家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

样ꎬ 有 “以儒反马”ꎬ 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 “异族文化”ꎬ 造成了中国 “民族

文化传统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ꎬ 使中国失去安身立命之本ꎬ 精神彻底

丧失ꎬ 誓要 “儒化” 当代中国ꎬ 这是彻底的政治复古主义ꎻ 有 “以儒化马”ꎬ 虽

然表面并不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ꎬ 但是由于强调用儒家思想化马克思主义ꎬ 最终

必然走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ꎻ 有 “崇儒淡马”ꎬ 即把孔子和马克思截然对立起

来ꎮ① 这些表现形式虽不同ꎬ 但在本质上都是政治复古主义ꎬ 都会对中国道路自

信产生方向性的不良影响ꎮ
总之ꎬ 无论是道统层面还是政统层面的复古主义ꎬ 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文化价值观念、 经济政治发展等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ꎬ 都会弱化我们对中国道

路的自信ꎮ 各种复古主义想通过重建一个所谓的 “儒家中国” 来满足社会需求

和解决社会矛盾ꎬ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作用ꎬ 但由于

没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积极的扬弃ꎬ 反而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破坏性的革命

学说ꎬ 实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潮ꎮ 因此ꎬ 抵制文化复古主

义ꎬ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双创”ꎬ 不仅是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

的关键ꎬ 而且也是提升道路自信的前提ꎮ

(二) 应对和消除文化虚无主义的现实要求

近代以来ꎬ 文化虚无主义一直不绝于耳ꎮ 进入新时代ꎬ 文化虚无主义在全球

化不断发展和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ꎬ 以更加隐秘和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ꎮ 各

种形式的文化虚无主义充斥整个社会ꎬ 企图通过娱乐、 庸俗的方式扭曲人民的价

值判断ꎬ 阻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ꎬ 干扰中国道路的正常前行ꎮ 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ꎮ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ꎬ 一个

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ꎬ 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ꎬ 而且很可能上演

一幕幕历史悲剧ꎮ”② 当前ꎬ 文化虚无主义不仅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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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 进行虚无ꎬ 而且体现在对革命文化的 “小传统” 进行虚无ꎮ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 “大传统”ꎬ 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ꎬ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动力ꎮ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科学态度是在不忘本来中开辟未来ꎬ 在善于继承中更好创新ꎮ 但是ꎬ 文化虚

无主义把未来与本来、 创新与继承割裂开来ꎬ 经常发表带有明显偏见的极端论

断ꎬ 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否定ꎬ 导致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断裂ꎮ 新文化运动后期

出现 “打倒孔家店” 的极端运动ꎬ 片面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予以

打倒ꎻ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 “西化论” 极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ꎮ 当前ꎬ 文化虚

无主义形式上表现为片面地夸大传统文化的落后性ꎬ 借以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ꎬ 在实质上表现为否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性ꎬ 甚至

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脉络ꎬ 认为它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存在或者是一种异己的

存在ꎬ 将其排除在人类文明进程之外或作为西方文化的附庸ꎮ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

虚无切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ꎬ 使中华民族丢掉 “根” 与 “魂”ꎬ 是要付出巨

大代价的ꎮ
对革命文化的虚无ꎮ 革命文化属于 “小传统”ꎬ 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遗产

和宝贵财富ꎬ 是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巨大精神宝库ꎬ 也是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ꎮ 当前ꎬ 一些文化虚无主义者以 “评价多元化”
为名ꎬ 以寻找 “历史真相” 为幌子ꎬ 以所谓的 “细节性史料” 为依据ꎬ 刻意抹

黑英雄人物ꎬ 造成诸多不良影响ꎮ 比如ꎬ 有人说 “狼牙山五壮士” 是逃兵ꎬ 火

烧邱少云违背人体生理学ꎬ 黄继光是摔倒凑巧堵的枪眼ꎬ 董存瑞炸药包被人贴了

双面胶ꎬ 等等ꎮ 这些言论反映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通过把革命历史 “碎片

化” 和 “娱乐化”ꎬ 进而歪曲革命历史、 消解革命经典、 解构革命文化ꎬ 最终到

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文化虚

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共谋ꎬ 公然挑战全社会道德底线和中华民族的底线ꎬ 其危

害不可小觑ꎮ
总之ꎬ 和文化复古主义一样ꎬ 文化虚无主义夸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

化之间的矛盾ꎬ “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ꎬ 否定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ꎬ 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根基”①ꎬ 不仅歪曲中华传统文化ꎬ 也阻碍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ꎬ 更给中国道路自信带来严重影响ꎮ 因此ꎬ 如何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过程中抵制文化虚无主义ꎬ 就成为提升道路自信面临的突出问题ꎮ

(三) 应对和消除文化主体性迷失的现实要求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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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重大问题ꎮ 无论是文化复古主义还是文化虚无主义ꎬ 在处理这个关系时都走

向上极端化的道路ꎬ 造成传统与现代的断裂ꎬ 最终难免导致文化主体性的迷失ꎮ
文化主体性的迷失是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ꎬ 其对道路自信会产

生实质性影响ꎮ 当前ꎬ 文化主体性迷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ꎮ
一是市场经济建设中文化主体性迷失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

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ꎬ 这为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经济条

件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超越了自然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ꎬ 而且超越了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彻底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关系ꎬ 但是又

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ꎬ 有利于个人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创造

能力的提高ꎬ 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民主、 法制、 公平、 平等、 竞争观念ꎬ 同时也有

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弘扬ꎮ 但是ꎬ 不可否认的是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也有负面影响ꎮ 比如市场经济容易滋生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等不良思想ꎬ 甚至产生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ꎬ 最终导致

民族文化主体性迷失ꎮ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中国道路前进过程中ꎬ 我们必须对

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ꎬ 必须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以最大努力把

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ꎮ
二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迷失ꎮ 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ꎬ 世界处

于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ꎮ “两个大局”
的交互作用ꎬ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国际条件ꎮ 一方面ꎬ 经济全

球化向纵深发展ꎬ 必然促进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ꎬ 给我们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机

遇和资源ꎬ 同时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ꎬ 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ꎮ 另一方面ꎬ 由于西方国家搞文化霸权主义ꎬ 对我国进行 “普世价值”
的渗透ꎬ 影响甚至威胁我国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ꎬ 同时极大地侵蚀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ꎬ 致使一些人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ꎮ 当前ꎬ 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文

化ꎬ 一切向西看ꎬ 这更加快了我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ꎮ 这也是一个必须引起

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ꎬ 我们必须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找回民族文

化的自我ꎬ 以有效应对西方文化对我国的 “和平演变” 和渗透ꎮ
总之ꎬ 凡是民族的ꎬ 就是世界的ꎮ 一个民族和国家失去了文化的自我意识ꎬ

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ꎬ 更谈不上对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ꎮ 当前ꎬ 随着

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ꎬ 我们到底能够给世界提供什么? 这是我们必须予

以回答的现实问题ꎮ 毫无疑问ꎬ 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把那些跨越时空的

具有永恒魅力的东西奉献给世界ꎬ 这是我们以文化自信提升道路自信的实质性

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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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践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的多维向度

文化关乎民族命脉ꎬ 道路关乎国运兴衰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ꎬ 是中国道路持久前行的文化根基ꎮ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ꎬ 必

须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ꎬ 理性对待传统文化ꎬ 贯彻 “双
创” 发展战略ꎬ 秉持开放包容理念ꎮ

(一) 理性对待传统文化ꎬ 夯实道路自信的文化基础

理性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就是既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ꎬ 又要反对文化虚

无主义ꎬ 做到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ꎮ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ꎬ 就是对待中华

民族文化的一种理性态度ꎬ 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过去ꎬ 而且要知道我

们民族文化的现在和未来ꎻ 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优势ꎬ 而且要知道我

们民族文化的劣势ꎮ 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ꎬ 更应该像毛泽东指出的要古为今用ꎬ
今天的 “用” 主要就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ꎬ 服务于中国道路

的发展ꎬ 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ꎮ 道路自信ꎬ 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自信ꎮ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ꎬ 其本质是建立在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ꎮ”①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ꎬ
根本在于提升文化自信和增强文化自觉ꎬ 没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ꎬ 道路自信就

缺少灵魂支撑ꎬ 民族复兴就缺少精神力量ꎮ 坚定文化自信ꎬ 是事关国运兴衰、 事

关文化安全、 事关道路自信、 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核心问题ꎮ 近代以来ꎬ 中华

民族遭受的屈辱就是教训ꎬ 各种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无法实现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ꎬ 除了没有正确革命纲领和没有认识到正确的革命阶级外ꎬ 就是摒弃了

中华民族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智慧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ꎬ
更是实现革命胜利的精神力量ꎬ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ꎬ 中国共产党不断

保持自身文化生命力ꎬ 不断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能量ꎬ 实现了革命的胜利ꎬ 也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符合国情、 民情、 世情的康庄大道ꎮ 习近平总书记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ꎬ 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ꎮ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

沉、 更持久的力量ꎮ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ꎬ 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

民族ꎬ 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ꎬ 而且很有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ꎮ”② 总之ꎬ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滋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而且是培育文化自信的宝库ꎮ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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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滋养下与道路自信休戚与共ꎬ 成为应对与解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上各种思想与文化问题的尖刀ꎬ 成为提升道路自信不可缺少的原生

因子ꎮ

(二) 贯彻 “双创” 发展战略ꎬ 增强道路自信的文化动力

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ꎬ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推动中国道路不断

向前ꎬ 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ꎬ 这就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变为能与社会

主义相适应、 相契合的当代的中国文化ꎮ 而达到这一要求必须与时代需求并行ꎬ
与自身发展需要相符ꎬ 取其精华ꎬ 去其糟粕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之源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母体ꎬ 源失河枯ꎮ “一种文化的活力

不是抛弃传统ꎬ 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ꎬ 再铸传统ꎮ 当然ꎬ 传统的惯性也可

能变成阻碍历史前进的重负ꎬ 问题在于要正确对待传统ꎮ”① 因此ꎬ 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必须从实践和时代要求出发ꎬ 在继承中发展ꎬ 同时更要在发

展中继承ꎬ 建立与我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ꎬ 努力实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创造性转化即 “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ꎬ 对

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ꎬ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和现代表达形式ꎬ 激活其生命力”②ꎮ 创新性发展即 “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

展ꎬ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 拓展、 完善ꎬ 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

力”③ꎮ 二者虽侧重点不同ꎬ 但又相互影响、 相互贯通ꎮ 前者强调用现代形式与

手段来继承和发展文化ꎬ 后者则注重在前者基础上ꎬ 在现实需求上加以补充、 拓

展和完善ꎬ 但不管是创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ꎬ 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坚定道路自

信提供文化力量和文化资源ꎮ 而且ꎬ 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ꎬ 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迸发强大的现代活力ꎬ 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坚定理想信念和砥

砺奋进的精神动力ꎬ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发展与完善的精神

支柱ꎬ 必然要通过贯彻 “双创” 发展战略ꎬ 坚持古为今用、 以古鉴今ꎬ 使具有

深厚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丰富、 充实和发展ꎮ 同时ꎬ 通

过贯彻 “双创” 发展战略ꎬ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在提升道路自信的过程

中表现文化气力和文化底色ꎬ 彰显文化自信心、 自尊心和自豪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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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５ 页ꎮ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２０３ 页ꎮ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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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秉持开放包容理念ꎬ 扩大道路自信的文化空间

优秀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ꎬ 我们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也要

学习和借鉴不同国家和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ꎬ 这样才能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ꎮ 就国内来看ꎬ 当前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

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ꎬ 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指导下ꎬ 辩证地吸纳中国传

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ꎬ 实现三种文化资源的有机结合ꎬ 而不是相互割

裂或者是相互对立ꎬ 因为那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ꎬ 在一定程度上延宕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ꎮ 中国由大国发展为强国是历史的必然ꎬ 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

我们前进的步伐ꎮ 大国必须有大国的形象ꎬ 强国必须有强国的胸怀ꎮ 中国愿意同

世界各国进行文明交流、 文明互鉴ꎬ 希望通过交流互鉴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

格、 中国智慧、 中国价值、 中国文明ꎬ 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ꎮ 中华文

明绵延千年ꎬ 不仅要薪火相传ꎬ 更要与时俱进ꎬ 引领世界发展ꎮ “独特的文化传

统ꎬ 独特的历史命运ꎬ 独特的基本国情ꎬ 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

展道路ꎮ”① 这条道路是开放的道路、 发展的道路、 互利共赢的道路ꎮ “义利相

兼ꎬ 以义为先ꎮ” 中华民族历来讲义ꎬ 提升道路自信关键也在于义ꎮ 而义的体现

就在于秉持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 兼收并蓄” 的理念ꎬ 同世界各

国共担时代责任ꎬ 共促全球发展ꎬ 共解世界难题ꎬ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文

明是多彩的、 平等的、 包容的ꎬ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鼓吹自身排斥其他国家的文

明ꎬ 而是要在比较中、 批判中、 交流中ꎬ 使民族性能够不断同时代发展并行ꎬ 在

与时代的变奏中唱出时代的最强音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

宝ꎬ 更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ꎮ 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必将凤凰涅槃、 浴火重

生ꎬ 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ꎮ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

时指出: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ꎬ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ꎮ 文明交流互鉴ꎬ 是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ꎮ”② 因此ꎬ 既要立足当代ꎬ 背靠传统ꎬ 也

要面向世界ꎬ 面向未来ꎬ 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建设ꎬ 同时尊重世界各国文明ꎬ 在不断学习中获得更大进步ꎮ 总之ꎬ 只有尊重

文化多样性ꎬ 只有与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交流借鉴ꎬ 中国道路才能走得更加坚

定ꎬ 世界才能可持续发展和丰富多彩ꎬ 人类文明才能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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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
百年历程与展望∗

王延隆　 钱国玲∗∗

【摘　 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ꎬ 坚持把为人民群众谋福祉作为奋斗目标ꎬ 不

断探索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途径ꎬ 为人类文化事业作出重要贡献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 我国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脉络可以通过党的全国性卫

生大会和中医药大会展现出来ꎮ 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代表大会和新中国

成立后的中医药相关大会ꎬ 大体立足国家资源、 政党价值观和人民诉

求这三重关系ꎬ 相继发布了一系列决策文件ꎬ 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过了

以 １９２１ 年、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７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为节点的四个阶段的发展历

程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建设发展之路凸显了党执政为民和中

医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价值内核的内在统一ꎬ 对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

新辩证规律的遵循ꎬ 并提供了中医药文化 “走出去” 的制度保障ꎮ
【关键词】 中医药政策ꎻ 决策文件ꎻ 文化传承和创新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制度的重要精神内核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之日起ꎬ 就确立了 “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ꎬ 科学看待中医药文化在宣传健康

理念、 维护人民健康方面的作用ꎮ 中国共产党重视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ꎬ 因时制

宜的中医药政策给人民健康与文化带来了很大帮助ꎮ 中医药事业发展从举步维艰

到逐步发展壮大是党的执政理念、 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ꎮ 本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以及全国性卫生大会、 中医药大会进行文本分析ꎬ 根据不同历

史时期发展变化ꎬ 将中医药文化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划分不同的阶段ꎬ 一是选取

１３ 份国家层面的中医药政策性文件ꎬ 二是选取新中国成立至今的 １０ 次全国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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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青年爱国主义教

育的浙江实践” 研究成果、 浙江中医药大学科研基金项目 “基于健康中国战略的新时代健康伦理学研究”
(编号: ２０２０ＳＲ０５) 研究成果ꎮ

王延隆ꎬ 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ꎬ 浙江省 “之江青年社科学者”ꎻ 钱国玲ꎬ 浙江中

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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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学大会ꎬ 体现我国中医药政策的演变以及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方向ꎮ １９４９ 年

前ꎬ 中国共产党尚未在全国执政ꎬ 较少举行卫生工作会议和中医药大会ꎬ 故以中

医药相关领域的党的重要文献作为研究对象ꎬ 更深入地理解我国的中医药发展

道路ꎮ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百年历程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事业的精神内

核ꎬ 其变迁与社会主义文化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密切相关ꎮ 关于中医药文化所经

历的阶段ꎬ 不同学者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划分ꎮ 鲁琴等从历史时间角度ꎬ 将中医药

文化划分为初步建立阶段、 发展阶段和迈向成熟阶段ꎮ① 张海波等从中观视角ꎬ
将其划分为资产化发展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１ 世纪初)、 情景化发展 (２１ 世纪初至中共

十八大) 和生态化发展 (中共十八大至今) 三个阶段ꎮ② 黄建银从空间角度ꎬ 划

分为中国的中医药、 亚洲的中医药和世界的中医药三个阶段ꎮ③ 学者们对中医药

文化发展的阶段划分标准因人而异ꎬ 尚未有学者从百年历史跨度进行研究ꎬ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 年ꎬ 党领导根据地人民注重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实践中的作用ꎬ
对完善医疗卫生模式和中医药文化传播进行诸多有益探索ꎬ 为党执政后中医药文

化的推广、 传承和创新奠定实践基础ꎮ 本文通过把握中医药文化相关政策的改革

走向和关键事件节点ꎬ 以新中国成立、 改革开放和新医改等历史节点ꎬ 将党的中

医药文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ꎮ

(一) 实践探索ꎬ 自强发展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 年)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 中医药文化建设历经艰苦的发轫

时期ꎮ 这一时期以苏维埃时期和延安时期实践探索中的中医医疗行为为文化载体

延续文化传承ꎬ 为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后促进中医药文化建设奠定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３０ 年代ꎬ 我国中医药发展举步维艰ꎮ １９２９ 年ꎬ 国民政府通过 «规定

旧医登记案原则»ꎬ④ 禁止中医中药开业ꎬ 打压中医药事业ꎬ 同时也坚定了中医

药界保护中医传统文化的决心ꎮ 与此不同的是ꎬ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

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ꎬ 积极为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健康展开斗争ꎮ 通过发动群众共

同开展以中医 “未病先防” 文化理念下的预防为主的卫生运动是党早期卫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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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黄建银: «走向世界的挑战»ꎬ «中国医药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ꎮ
参见左玉河: «学理讨论ꎬ 还是生存抗争———１９２９ 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ꎬ «南京大学学报» (哲

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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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手段ꎮ 土地革命时期ꎬ 党特别重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ꎬ 把建设 “红军医

院” 作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事项来抓ꎮ 为应对部队疟疾、 痢疾流行和医治伤兵ꎬ
小井医务所、 茅坪医务所等红军医疗机构主要采用中医药治疗伤员ꎮ １９２９ 年通

过的 «古田会议决议» 提出ꎬ 党要重视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ꎬ 征调招募中医

药医务人员ꎬ 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群众路线ꎮ①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ꎬ 中国共产党坚持因地制宜ꎬ 充分利用解放区以及边远

山区丰富的中医药资源ꎬ 发挥中医药的治病救人作用ꎬ 服务于革命需要ꎮ 在苏区

医药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ꎬ 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导医院 “用中西两法治疗”②ꎬ
将中医中药重视起来ꎮ 此后ꎬ 中医药资源在治病救人中的作用逐渐受到苏区政府

的关注ꎬ 苏区政府采用中医中药防疫ꎬ 扶持、 保护、 发展中医药事业ꎮ 在红军应

对国民党的反 “围剿” 斗争中ꎬ 为缓解药品供应紧张问题ꎬ 江西瑞金朱坊村成

立了第一所军医学校ꎬ 发动学生采集中草药制备中成药ꎬ 提倡用中草药替代西

药ꎮ③ 根据地政府重视推进卫生组织建设ꎬ 先后在湘鄂西苏区、 鄂豫皖苏区和川

陕苏区成立以中医、 中药为主的医疗机构和卫生组织ꎮ 同时ꎬ 根据地还举办中医

训练班ꎬ 中医医院以师徒相授的方式培养党的卫生事业急需的中医人才ꎮ④ 中医

中药的推广应用ꎬ 由最初作为军队的应急措施ꎬ 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主

选择并行之有效的卫生工作方针ꎬ 有效地破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成立之初极度

缺医少药的难题ꎮ
毛泽东同志指出: “医道中西ꎬ 各有所长二者又各有所偏ꎮ”⑤ “不管是

中医还是西医ꎬ 作用都是要治好病ꎮ 这两种医生都要合作ꎮ”⑥ 革命战争年代ꎬ
面对缺医少药的现实情况ꎬ 中国共产党主张通过挖掘中医药资源的潜力ꎬ 开展群

众性的卫生运动ꎬ 满足工农群众医疗卫生需求ꎬ 中医药发展处于调整恢复阶段ꎮ
抗日战争时期ꎬ 通过成立乡镇集市与组织医药卫生合作社ꎬ 将中医药资源与救死

扶伤紧密结合起来ꎬ 以一个村、 乡的范例推动全局发展ꎮ 在正确的医疗卫生方针

的指引下ꎬ 党领导的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水平有所改善ꎮ 革命战争年代ꎬ 党通过开

展群众卫生运动有效抗击各种急慢性传染病ꎬ 其中以东北解放区用中医药抗击疫

情最为典型ꎮ
民国时期ꎬ 中医药面临生存危机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作为ꎬ 自强进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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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医药作为防疾治病的中坚力量ꎬ 不仅解决了根据地人民缺医少药的问题ꎬ 也

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保留了行为载体ꎮ

(二) 事业奠基ꎬ 曲折前行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我国中医药建设百废待兴ꎬ 医疗卫生事业从业人员以西医

为主ꎬ 中医数量较少ꎮ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平均寿命仅有 ３５ 岁ꎬ 新生儿死亡率高

达 ２０％①ꎬ 急慢性传染病、 鼠疫和天花等疾病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ꎬ 亟

须探索筹建整体的医疗卫生政策体系ꎮ 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ꎬ 毛泽东同

志提出 “要团结新老中西各方的医药卫生人员”ꎬ 凝聚中医药文化建设的人才力

量ꎮ 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 “面向工农兵” “预防为主” “团结中西

医”ꎮ② 在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中ꎬ 党新增了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的卫生方针ꎬ 为新中国卫生工作开展和中医药事业发展确立了指导方针ꎮ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推动下ꎬ 全国各地开始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ꎮ 新中国卫生

部于 １９４９ 年成立ꎬ 下设医政司、 医政处和中医科ꎮ 国家建立职能部门ꎬ 专司中

医药发展ꎬ 明确中医药政策法规ꎮ １９５４ 年ꎬ 毛泽东同志指出: “中医问题是

文化遗产问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ꎮ”③ 要推动中医药这一中

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传承发展ꎬ 以其实用性、 科学价值在健康维护和文化涵养的

双重维度造福人民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国家深入推进中西医结合ꎬ 卫生部取消中医司ꎬ
成立中西医结合办公室ꎬ 以西方近代科学探究中医内在规律ꎬ 发展中国新医学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党和政府抓住农村这一中医药发展的薄弱环节ꎬ “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

放到农村去”④ꎮ 在中医药文化普及发展过程中ꎬ 我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在劳保

医疗、 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实践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ꎬ 该时期形成了中国特

有的发展初级卫生的制度———赤脚医生制度ꎮ 赤脚医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利用

中医药治病救人ꎬ 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并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落后地区发展医疗卫

生的成功典范获得了肯定ꎮ
１９４９ １９６５ 年ꎬ 中国中医药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肯定中医中药

的应用价值ꎬ 保护和促进中医药的发展ꎻ 坚持 “中西医结合” 方针不变ꎻ 加强

中医中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ꎮ 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 “团
结中西医” 以来ꎬ 政策虽在落实上多有反复ꎬ 但党对传统中医药传承的理念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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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ꎮ １９５４ 年ꎬ 毛泽东同志强调要重视和发展中医事业ꎬ 指出: “今后最重要的

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ꎬ 而不是中医学西医ꎮ”① 新中国新设中医药科研院系、 中

医研究院及中医医院等一系列专职机构ꎬ 改变了中医以前无地位、 无科研、 无系

统的境地ꎮ 加大中医药教育投入力度ꎬ 新建中医药类高校和中医进修学校ꎮ 据统

计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我国中医医院已达到 ３３０ 所ꎬ 病床数量累计为 １４２００ 张ꎬ
高等中医院校 ２３ 所ꎬ 学生 １００００ 余人ꎮ② １９５６ 年ꎬ 卫生部宣布废除 «中医师暂

行条例» 及实施细则ꎬ 废止 «医师、 中医师、 牙医师、 药师考试暂行办法»ꎬ 开

始大力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ꎬ 为下一时期中医药政策的出台提供制度保证ꎮ 毛泽

东同志提出中医要 “走出去”ꎬ 指出 “中医还要出国ꎮ 中药要发展ꎬ 要建立研究

机构ꎬ 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③ꎬ 对中医药文化振兴和国际传播提出具体的工作

要求ꎮ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６ 年ꎬ 中医药文化传承遭受巨大灾难ꎮ 其被贴上 “旧文化” 的标

签ꎬ 划归应受革除之列ꎮ 这一时期众多中医药古籍典藏被毁ꎬ 中医药事业发展陷

入萎缩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卫生部调查发现ꎬ １９５９ 年到 １９７７ 年间中医工作人员数量减少

了 １ / ３ꎬ 从 ３６１０００ 人下降到 ２４００００ 人ꎬ 而西医工作人员数量却翻了一番多ꎬ 从

２３４０００ 上升到 ７３８０００ 人ꎮ④ “文化大革命” 期间ꎬ 一些中医药资源回流至农村ꎬ
客观上充实了农村的医疗保健资源ꎮ 农村的西医资源少ꎬ 主要依靠中医、 土方治

病ꎮ 中医师和中医资源的大量流入ꎬ 使城乡间卫生资源的不平衡状况得到了很大

改善ꎮ⑤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 曾推行 “中医科学化”⑥ꎬ 其结果是中医边缘化ꎮ 毛泽东

同志和党中央及时纠正ꎬ 出台了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政策ꎮ 这一时期ꎬ 中医药文

化建设虽遇曲折ꎬ 但也为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三) 改革探索ꎬ 制度保障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９ 年)

“文化大革命” 的发生和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对我国中医药文化建设造成巨大

冲击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ꎬ 使 “否定传统、 呼唤西

化” 一度形成较大影响ꎮ 但此浪潮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ꎬ 帮助中医药文化在

“肯定传统、 再造传统” 的呼声中继续探索前行ꎮ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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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相继推开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中医药领域也进行市场化改革摸

索ꎬ 以一系列文化产出满足人民基础文化需求ꎮ 邓小平提出 “要为中医创造良好

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①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ꎬ 中医药文化传承获得

较快发展ꎮ １９８２ 年宪法新增 “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条款ꎬ 从国家根

本大法的高度为接下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医药文化的稳定有序发展扫清了制度障

碍ꎮ １９８５ 年 «药品管理法» 规定国家要同时发展现代药和传统药ꎬ 加强对传统

药的传承和保护ꎮ １９８８ 年ꎬ 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ꎬ 将中医药的生产经营职能

从国家医药管理局分离出来ꎬ 专司中医药管理ꎬ 自此传统医药发展筑牢制度和人

财物保障的四大支柱ꎮ
面对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医药事业ꎬ 西医以对病症讲究精准的学理和临床用药

效果立竿见影而迅速走俏的局面ꎬ 中医因缺乏人体数据日益边缘化ꎬ 中医药文化

传承和创新面临严重危机ꎮ② １９８０ 年ꎬ 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中

医、 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要共同发展ꎬ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ꎮ③ １９８５ 年ꎬ
党中央发布 «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ꎬ “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ꎮ”④

１９９６ 年ꎬ 江泽民同志提出 “坚持中西医并重ꎬ 发展中医药”ꎬ “积极利用现代科

学技术ꎬ 促进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ꎬ 实现中医药现代化”ꎮ⑤ 党和国家逐步

理顺中西医关系ꎬ 推进中医药文化在中西医并重的格局下进行有效管理和转化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首次明确中医文化的初步定义ꎬ 即中医

文化是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的总和”⑥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医文化学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ꎮ 中医古籍

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等科研、 文化研究机构的成立和 «中国

中医药报» 和 «中医系统论» 等期刊、 论著的创办与出版ꎬ 以联合广大中医药

研究者共同表述的显性化途径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ꎬ 探索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文化产出途径ꎮ
在这一历史时期ꎬ 在改革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ꎬ 我国于思想文化

领域持续推进科学现代化的文化战略布局ꎬ 提供制度保障ꎬ 激发文化产出活力ꎮ
但革新之下ꎬ 现代化进程中技术推崇和市场经济逐利机制的双重冲击ꎬ 使激发中

医文化创新、 凝聚人民文化诉求和促进中医药文化资产化产出等问题成为中医药

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核心目标ꎮ 同时ꎬ 这也带来中医药文化创造商业化、 中医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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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ꎬ 体现了我国中医药文化发展尚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文化需求ꎬ 意味着中医药文化须回到公益性轨道ꎬ 坚持中西医并重战略ꎬ 继承

发展中医药文化理念ꎬ 逐步探索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ꎮ

(四) 全面发展ꎬ 走向世界 (２００９ 年至今)

中医药以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的文化自觉和自信ꎬ 破除既往西医身体观哲学

本体论下 “以西律中” 的标准规范全面发展ꎮ 在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格局中ꎬ 以

中医原创思维为整体框架、 西医精细化医学模式为补充和资源产业多业态融合发

展为特征的文化建设新途径迈向世界舞台ꎮ “十一五” 期间ꎬ 中医药文化建设被

首次纳入中医药工作重点任务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国务院发布 «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ꎬ 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ꎬ 这是中医药

文化发展的新历史节点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强调 “把中医药工作放

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大局中谋

划、 贯彻和落实”①ꎮ 可见ꎬ 党和国家将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纳

入国家战略ꎬ 以系统的政策设计和规划联动人事物等要素ꎬ 对中医药文化、 医

疗、 产业、 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在新格局下的全面发展做出系列部署ꎮ 为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 “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ꎬ 推进中医药

现代化ꎬ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② 的指示ꎬ 我国把中医药文化作为落实 “四个自

信” 的载体ꎬ 充分挖掘其资源、 文化优势ꎬ 推动其融入 “一带一路”ꎬ 积极 “走
出去”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 “健康中国” 战略ꎬ 并于 ２０１６ 年制定 «中医

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 »ꎬ 提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系构建ꎬ 要

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ꎬ③ 将中医药 “三分治、 七分防” “治未病” 等文化理念融

入 “健康中国” 战略ꎮ «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 首次提出

培育发展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旅游产业ꎮ 由此ꎬ ２０１７ 年举办首届中医药文化大会ꎬ
提出建设 “中医药文化与产业共同体”ꎬ 以大健康产业为依托ꎬ 促进产学研融合

视域下中医药文旅产业的新发展ꎮ ２０１７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出台ꎬ
在中国历史上 “首次在法律层面对中医药及其重要地位、 发展方针进行了明

确”④ꎬ 为充分促进中医药文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同年ꎬ 全国中医药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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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２０１３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动态»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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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６０ 周年贺信»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ꎮ
桑滨生: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解读»ꎬ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ꎮ
王晨: «推动中医药法贯彻实施　 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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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首次提出把 “中医药文化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ꎮ ２０１９ 年的全国中医药大会

强调科学技术在中医药文化创新中的重要性ꎬ 扩大中医药社会资本及人民群众的

文化需求ꎬ 实现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ꎮ 国家聚焦中医优势病种、 特色

疗法ꎬ 结合精细化医学模式守正创新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国家对 ４３ 项 “中医药现代化研

究” 立项投入经费 ４ ２７ 亿元ꎮ① ２０２１ 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中部署全面实施

“健康中国” 行动ꎬ 以常态化疫情防控为重点ꎬ 建立大规模高水平的中医药服务

体系ꎮ② 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体制ꎬ 中医药运用于重症与危重

症治疗ꎬ 取得明显疗效ꎮ 国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三版) »
将中医作为治疗方案之一ꎮ 研究表明: “共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５６４ 例ꎬ 实现零死

亡、 零转重、 零复阳、 零回头、 零感染 (包括医护人员、 后勤安保人员)、 零投

诉ꎮ”③ 倒逼我国医疗应急体系改革ꎬ 培养中医药医疗卫生人员参与到公共卫生

应急处置之中ꎬ 强化其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理论技术方法和相关现代医学技术的

培训ꎬ 构建中医新型公共卫生应急救治ꎬ 并借由我国中医药文化疗效的彰显ꎬ 为

国际社会感知中国形象、 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提供重要窗口ꎮ
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推进和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ꎮ 这

一时期ꎬ 物质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稳步提升使人民对中医药文化的需求显著增

加ꎬ 但中医药文化创新模式仍有欠缺ꎮ 我国致力于解决民众中医药文化需求日益

增长与中医药文化服务应用和创新不足之间的矛盾ꎬ 开启中医药文化建设新征

程ꎬ 基本建成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ꎬ 中医原创思维下 “取象运数ꎬ 形神

一体ꎬ 气一元论” 的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为主要理念的多途径、 多层次、 多形式

的文化建设体系ꎮ 在习近平总书记 “促进中西医结合ꎬ 中医药在海外发展” 指

示的落实中ꎬ 要循序渐进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ꎬ 不断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

的合作ꎮ 以伦敦第一家海外中医孔子学院的成立、 首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的建设和 “中医药＋” 跨界融合体系的打造等为抓手ꎬ 推动中医药文化全

面融入世界ꎮ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实践特征

纵观中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之路ꎬ 在初创、 改革、 完善的各个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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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锁芳、 刘清泉: «从 “江夏方舱中医模式” 探讨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的价值»ꎬ
«江苏中医药»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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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ꎬ 可以发现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医药

的命运与党领导下的国家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ꎮ 党对中医药事业的一贯保护

政策ꎬ 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风雨飘摇几近被废止的历史命运ꎮ① 党领导下

的中医药文化建设蓬勃发展ꎬ 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 提高文化素养作出重大贡

献ꎮ 当下ꎬ 在社会各界大力推动我国传统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ꎬ 要

加强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 技术创新和国际交流等ꎬ 更有效地推进我国中医药文

化传承和创新ꎮ
一是彰显党执政为民和中医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价值内核的内在统一ꎮ 全

面振兴中医药已经发展成为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ꎮ 中

国共产党积极弘扬和践行中医药文化ꎬ 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医疗卫生状况

下ꎬ 始终坚持为全体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文化素养提升的奋斗目标ꎬ 在向人民

群众提供更加方便价廉、 全方位高水平中医药服务的同时传递中医药文化理

念ꎮ 早在 １９３３ 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 «卫生运动纲要» 之时ꎬ 党领导苏区各

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 “一齐起来ꎬ 向着污秽和疾病ꎬ 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

的顽固守旧迷信遏逸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的斗争”②ꎬ 通过中医药医疗服务

改善生活环境ꎬ 减少疾病发生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 党重视中医药资源的保护

利用ꎬ 号召苏区人民群众利用好、 发展好中医药ꎬ 让中医药切实为老百姓健康服

务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与长期以来危及群众健康生命的疾病作

斗争ꎬ 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消灭了疟疾、 天花、 肺结核等恶性传染性疾病ꎬ 为

群众健康生活织起防护网ꎮ 为了更好地盘活医疗资源ꎬ 党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发

展中医药ꎬ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ꎬ 这些举措使人均寿命得以延

长ꎬ 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ꎮ 在推进 “健康中国” 战略实施的过程中ꎬ 党和政府

更加注重中医药发展的顶层设计ꎬ 遵循全面协调发展规律ꎬ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地域的不同中医药文化需求ꎬ 充分把握整体性ꎬ 从知病防病到治病养生ꎬ 构

建完善的中医药文化建设体系ꎬ 打造人类健康共同体ꎬ 为全世界提供中医药的健

康治理方案ꎮ
二是体现对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辩证规律的遵循ꎮ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政府统一调配社会医疗资源ꎬ 化解我国以温饱需求为主的发展不均衡的问题ꎬ 还

是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阶段引进社会力量和国内外企业投资ꎬ 最大限度地盘

活文化资金和资源促进文化产出ꎬ 总体而言ꎬ 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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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８ 页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百年历程与展望

与对中西医内在关系认知的转变、 传统文化批判和肯定观念的激越相互交织ꎮ 中

国共产党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考虑ꎬ 发展中医

药文化走 “双创” 道路ꎬ 在实践中推进由浅入深、 由局部至整体的渐进式改革

与探索ꎮ 总体统筹上ꎬ 从依靠政策调控到全方面系统思考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ꎬ
新时代党和政府从制定政策、 资金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多个维度协同推进中医药

文化发展ꎮ 国家层面ꎬ 召开全国中医药大会ꎬ 对发展中医药做出总体部署ꎬ 拟定

“十四五” 中医药发展专项规划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ꎬ 形成制度和行动的协同效

应ꎮ 现代创新层面ꎬ 基于中医学原创性思维ꎬ 逐步建立契合时代的新型医学体系

和文化内涵ꎮ 按照 “组织标准化培训、 建设标准化人才队伍、 开展标准化项目立

项” 等要求ꎬ 推进中医标准化制定进程ꎬ 致力于构建符合中医药研发特征的评价

审批体系ꎮ 加大科技创新驱动力度ꎬ 发挥高校、 科研机构在科技驱动方面的重要

作用ꎬ 加强中医药科研院校与中药企业的产学研融合发展ꎬ 深入推进中医药发展

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ꎮ 经典传承层面ꎬ 在医学文化教育中构建承古而不泥古的新

型中医药师承培训模式ꎬ 培养具有中医辩证思维和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医药人才ꎮ
在融合当下民族复兴历史视域下政治或社会学的同时ꎬ 巩固中医药文化的中医学

根基ꎬ 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诠释和解读ꎮ
三是提供中医药文化 “走出去” 的制度保障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医药

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ꎬ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ꎮ”① 中医药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载体ꎬ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显示ꎬ 中医药文

化在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中排名第二ꎮ② 为了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ꎬ 国家

出台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等文件ꎬ 将中华医药作为代表性项目重点打造ꎬ 推动中医药技术、 典籍和文化国

际传播ꎬ 发挥其在促进全球健康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ꎬ 为构建 “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 作出积极贡献ꎮ 同时ꎬ “将中医药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ꎬ 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③ꎮ «中国的中医

药» 白皮书显示: 中医药传播遍及 １８３ 个国家和地区ꎬ 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

有 １０ 个ꎬ 中医药事业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开展人文交流、 促进东西方文

明互鉴的重要内容ꎮ④ 全球化背景下ꎬ 中医要实现国际化和快速发展亟待建立自

身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ꎬ 重视中医药经典医籍挖掘ꎬ 系统性继承历代学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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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医药文化» 编辑部: «习近平同志涉及中医语录选摘»ꎬ «中医药文化»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秦宇龙、 朱蕗鋆: «中医药成为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元素»ꎬ «中国中医药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１５ 页ꎮ
«我国首次发布中医药发展白皮书 ‹中国的中医药›»ꎬ «中医杂志»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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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ꎬ 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ꎮ 构建中医新型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体系ꎬ 共建中

西医药科技交流与合作平台机制ꎬ 共享中医药防病治疗成果ꎬ 推进中医药文化和

产业 “走出去”ꎮ 重视中医药产品标准体系建设ꎬ 支持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ꎬ 制定中医药文化发展规划ꎬ 系统推进中医药文化和产业 “走出去”ꎮ

三、 总结与展望

中医药是中国医疗卫生的特色学科ꎬ 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回顾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ꎬ 我国中医药事业是基于国

家中医药资源、 党的执政理念、 国民卫生与健康文化需求三者的三重关系不断发

展和演化的ꎮ 在不同历史阶段ꎬ 党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ꎮ 而是否将人的健康诉

求和精神文明放在决策的中心位置ꎬ 是检验一国政府优劣的重要标准ꎮ 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ꎬ 始终坚持唯物史观ꎬ 秉承对人民健康、 生命文化的关切ꎬ 并以此作

为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ꎮ 科学地对待中医药ꎬ 在实践中利用、 传承和发展中医药

文化ꎬ 在两种医学模式的比较和协同中逐步推进中医药文化发展和现代化转型ꎬ
并取得显著成效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国家通过制定政策、 加大资金投入、 重视人

才队伍建设ꎬ 通过系统化的改革、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为中医药发展营

造良好的文化环境ꎬ 中医药文化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ꎮ 但其中也

暴露了一些问题ꎬ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矛盾在短期

内无法迅速解决ꎬ 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医药权益无法完全得到保障ꎬ 一些基本的健

康、 文化需求仍存在缺口ꎮ
“十四五” 时期ꎬ 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来调整方针

政策ꎬ 深化 “双创” 仍是中医药文化建设的主攻方向ꎮ 一百年以来ꎬ 我国的中

医药传承和创新历经内外部的多重考验ꎬ 经济转轨与中医药体制改革相伴相生ꎮ
今后经济发展固然是我国的工作重点ꎬ 但不可忽略公共中医药服务及文化的提

供ꎬ 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同时ꎬ 补短板、 补漏洞ꎬ 构建强大

的中医药体系ꎬ 始终坚持中医药 “双创”ꎬ 在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的基础上

持续涵养中医药精神文化ꎮ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ꎬ 将人民放在

中心位置ꎬ 进一步使中医药在我国健康治理和文化提升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未来中

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应顺应全球化趋势ꎬ 遵循中医药事业的科学发展规律ꎬ 积极统

筹中医药本土化发展与全球化发展ꎬ 在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前提下与其他国

家共同推进人类健康共同体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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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唯物史观分析: 价值、 依据与条件∗

张永奇∗∗

【摘　 要】 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ꎬ 在革命、 建设、 改

革、 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ꎬ 对于系统、 具体、 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

动及其发展规律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新时代深入把握坚定文化自信的内

在规律同样离不唯物史观提供的视角和方法ꎮ 从唯物史观视域来看ꎬ
社会发展总是与文化进步紧密相连ꎮ 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需要强大的

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协同作用ꎮ 缺乏坚定的文化自信ꎬ 就不可能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ꎮ 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主要依据ꎮ 坚实的

经济社会基础、 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持续的文化自强行动ꎬ 以及三

者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形成的合力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生成条件ꎮ
【关键词】 新时代ꎻ 文化自信ꎻ 唯物史观

１８８３ 年ꎬ 恩格斯说: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ꎬ 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

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ꎬ 便构成基础ꎬ 人们的国家设施、 法的观点、 艺术以

至宗教观念ꎬ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ꎬ 因而ꎬ 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ꎬ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ꎮ”① 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ꎮ 唯物

史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ꎬ 在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ꎬ
对于系统、 具体、 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在文

化领域ꎬ 唯物史观否定了脱离物质生产实践讨论文化的思想误区ꎬ 为文化发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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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西北大学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专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

信重要论述的唯物史观阐释” (２２ＸＮＺＸ００２) 及西北大学 ２０２２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元宇宙背景下红色基

因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模式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ꎮ
张永奇ꎬ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ꎬ 博士生导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３ 卷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０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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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物质力量ꎬ 完成了对唯心主义文化观的祛魅ꎮ① 新时代ꎬ 深化对文化自信的

认识ꎬ 把握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规律离不开唯物史观提供的理论视野和方法ꎮ 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ꎬ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ꎬ 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ꎬ 我们才能不

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ꎬ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发展新境界ꎮ② 近年来ꎬ 随着党和国家对文化自信的重视ꎬ 学术界围绕文化

自信展开了广泛研究ꎮ 通过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文献统计ꎬ 以 “文化自信” 为篇

名进行检索ꎬ 在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发表的论文已经多达 ９８０ 篇ꎬ 其中以唯物史观为

视角对文化自信进行分析的论文仅有 ２ 篇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 “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ꎬ 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 最

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ꎬ 没有高度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ꎮ”③ 这对于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ꎬ 从根本上弄清楚文化自信的时代价

值、 主要依据和生成条件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那么ꎬ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文化自信的

价值何以表征? 文化自信的依据何以构成? 文化自信的生成条件何以确证? 回答

这些根本性问题ꎬ 对于坚定文化自信ꎬ 建设文化强国ꎬ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意义深远ꎮ

一、 文化自信价值的时代表征

在唯物史观看来ꎬ 文化根植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ꎬ 又对一定的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着能动的反作用ꎮ 文化自信正是这种能动的反作用的集中体现ꎬ 它表

达的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 凝聚力和影响力等价值所抱有的肯定性、
正向性、 积极性的持续心理状态ꎮ 在 “四个自信” 中ꎬ 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提

供精神动力ꎬ 为理论自信提供思想滋养ꎬ 为制度自信注入价值引导ꎮ 文化自信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内在动力和关键标志ꎮ

(一) 文化自信的本质规定

说起文化自信ꎬ 首先需要对文化及其作用有比较准确、 完整的认识ꎮ 那么ꎬ
当我们谈到文化时ꎬ 该如何对其定义呢?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ꎬ 人类所生存于

其中的世界绝不是单纯的自然界ꎬ 而是一个复杂的对象化的文化世界ꎻ 文化作为

人的选择性创造物ꎬ 集中地体现了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ꎮ 在古代汉语中ꎬ “文
化” 意为 “人化”ꎮ «易贲卦» 云: “观乎人文ꎬ 以化成天下ꎮ” 从表层意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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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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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国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唯物史观理路»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习近平: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４３ 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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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ꎬ 这里的 “文” “化” 有文治教化之意ꎻ 从深层意思来看ꎬ 则有把圣人的精神

品质对象化之理ꎮ 从广义和狭义相统一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学理分析ꎬ 或许可以对

文化的本质进行更加全面、 深入的理解ꎮ 广义上讲ꎬ 文化包括一切 “人化” 的

活动及成果ꎬ 如物质产品、 制度架构、 伦理道德等ꎮ 代表性的观点如美国学者怀

特所说ꎬ 文化不应被看作人对生存环境的直接反映或是人类天性的自然表达ꎬ 相

反ꎬ “文化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ꎬ 是一条事件之流”①ꎮ 也就是说ꎬ 文化是由人

类所创造ꎬ 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 代际的传承、 种族的蔓延和地区的扩张而形成

的一切成果ꎮ 法国学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也说ꎬ 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来讲ꎬ 文化

体现着 “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②ꎮ 国内学者则认为ꎬ 从最根本

上讲ꎬ 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所采取的精神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成果

的总和ꎬ “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③ꎮ 也就是说ꎬ 文化 “是人类行为

方式和生存方式对象化的结果”ꎬ 而不是自然意义上的表现和结果ꎮ④ 狭义上讲ꎬ
文化则仅仅指 “人化” 活动及其成果中的精神部分ꎬ 主要包括价值观念、 宗教

哲学、 文学艺术等ꎮ⑤ 概括来说ꎬ 文化是人们在物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由理论、
价值和意义世界等共同构成的观念体系ꎮ 在此基础上ꎬ 关于文化可以达成一个

“有限共识” 即文化是 “人化” 的精神表征ꎬ 具有 “化人” 的重大作用ꎮ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ꎬ 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ꎬ 二者是辩证统

一的共同体ꎮ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来说ꎬ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两个相

互促进、 相互配合、 相互依存的方面ꎮ 新时代ꎬ 注重发挥文化的重大作用ꎬ 不断

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 历史所昭和现实所需ꎮ 那么ꎬ 究竟什么是

文化自信呢? 对此ꎬ 近年来学术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ꎮ 有学者认为ꎬ 文化

自信是文化主体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活动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心理特征的对自

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指向ꎮ⑥ 有学者认为ꎬ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

自身文化的发展脉络、 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的认知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肯定性的心

理状态ꎮ⑦ 也有学者认为ꎬ 文化自信表达的是人们对 “自我文化效能的确认

感ꎮ”⑧ 可见ꎬ 学者对文化自信的看法不尽相同ꎮ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ꎬ 文化自

信的本质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等综合实力的提升ꎬ 各类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准

确理解ꎬ 形成的对自身文化生命力、 创造力和导向力所持的肯定性态度ꎬ 从而在

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与选择中产生的对自身文化的情感依托和价值信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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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怀特: «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ꎬ 曹锦清等译ꎬ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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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程宜山: «中国文化精神»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参见衣俊卿: «文化哲学十五讲»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８ 页ꎮ
参见陈先达: «文化自信———做理想信念坚定的中国人»ꎬ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参见刘林涛: «文化自信的概念、 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ꎬ «思想教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秦志龙、 王岩: «论坚定文化自信的三个基本问题»ꎬ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刘润为: «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ꎬ «红旗文稿»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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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ꎬ 以国家、 民族、 政党为文化自信的主体时ꎬ 文化自信指的是相关

文化主体在国家、 民族发展的纵横比较中确立起来的对自身文化特质和价值的信

心ꎮ 以个人为文化自信的主体时ꎬ 文化自信指的是生活于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环

境中的个人对这种文化的现实价值认同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ꎮ 当然ꎬ 不论以

“谁” 为文化自信的主体ꎬ 文化自信都不是文化与自信的简单拼凑、 连接和再

造ꎬ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独立范畴ꎬ 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的自觉的文化

心理、 坚定的文化理想和正确的文化心态ꎬ 也就是在把握文化传统、 熟知文化精

神、 明确文化命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

值做出的肯定性判断、 体认ꎮ

(二) 文化自信在 “四个自信” 中的地位

在新时代的话语体系中ꎬ 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构成了

一个相互联系、 逻辑严密的有机体ꎬ 并且在其中处于重要地位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ꎮ”① 文化自信在 “四个自

信” 中的独特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发展与创新中中华文化赋予人们

共同的精神基因、 价值认同和理想信念等丰厚滋养密不可分ꎮ② 不论是道路自信

还是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ꎬ 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

自信ꎮ
首先ꎬ 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精神动力ꎮ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来ꎬ 在列强

的频频入侵下ꎬ 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 不甘屈辱的中国人为了追求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辛探索ꎬ 先后尝试过以日本、 欧美等发展道路解救

中国ꎬ 但都没有取得彻底成功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ꎬ 带领人民艰苦奋斗ꎬ 经过

２８ 年的浴血奋战ꎬ 最终建立了新中国ꎬ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ꎬ 并在改革开放的

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ꎮ 从历史前进的逻辑来看ꎬ 这一道路符合中

国社会发展规律ꎬ 体现了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ꎬ 是一条体

现中国人民切实利益、 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之路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 选择、 确证和创新ꎬ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传统、 文化特征和文化理想ꎬ 彰显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然逻辑ꎮ 从意义的层

面来说ꎬ 道路自信是文化自信的现实根基ꎬ 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精神动力ꎮ
其次ꎬ 文化自信为理论自信提供思想滋养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是对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指南及其理论表达的自信ꎮ 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中ꎬ 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ꎮ 实践证明ꎬ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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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性、 人民性和开放性ꎬ 能够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ꎬ 使中国这个

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ꎮ 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

主义是完全正确的ꎬ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是完全正确的ꎮ”① 他用 “三个完全正确” 来说明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正确性、 必然性和合理性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ꎬ 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形成

的ꎬ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ꎬ 其中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

与发展、 对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与促进ꎮ 一言以

蔽之ꎬ 理论自信引领着文化自信ꎬ 而文化自信又滋养着理论自信ꎮ
最后ꎬ 文化自信为制度自信注入价值支撑ꎮ 马林诺夫斯基曾说ꎬ 如果要准确

了解处于一定文化中的个体ꎬ 就必须 “列举和分析组成该文化的所有制度”②ꎮ
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ꎬ 在制度创设、 运行和变迁中ꎬ 意识形态等文化元素是优

化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因子ꎮ③ 这就是说ꎬ 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ꎬ 从而给

予制度以强有力的支持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

度、 基本经济制度ꎬ 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其他各方面制度、 体制等构成的制度体

系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深深植根于

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ꎬ 汲取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经验和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

慧ꎬ 借鉴了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制度文明ꎬ 形成了显著的治理优势、 比较优势和

创新优势ꎮ 坚定制度自信ꎬ 离不开文化自信的价值引导ꎮ

(三) 文化自信对民族复兴的价值审视

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特有的观念、 态度和行为习惯ꎬ 渗透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ꎮ 每个人都因进入一种复杂的文化系统而获得生存的价值和意义ꎮ 一定的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ꎬ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

治和经济”④ꎬ 进而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民族和个人的价值和行为产生了巨大而

深远的影响ꎮ 可以说ꎬ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 内在动力和关键指标ꎮ
首先ꎬ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ꎮ 马克思指出从观念上来考察ꎬ “那

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⑤ꎮ 这就是说ꎬ 从特定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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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ꎬ 一切问题皆由文化问题引起ꎬ 同时也 “由文化问题解决”①ꎮ 文化是最为潜

在性的问题ꎬ 它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心灵世界ꎬ 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思想高度和灵魂

追求ꎮ 一个拥有文化自信的民族ꎬ 往往在思想上更加深厚ꎬ 精神上更为丰富ꎬ 动

力上更加充足ꎬ 更有利于实现自我发展、 自我超越、 自我实现ꎮ 这是因为ꎬ 一个

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及建基于此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 最高层

的体现ꎮ②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除了经济、 政治、 军事等硬实力的不断增

强ꎬ 还要坚定文化自信ꎬ 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ꎮ
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互交错、 辩证发展的视角来看ꎬ 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ꎬ

还是众多新兴国家ꎬ 虽然在文化传统上形态各异ꎬ 但是在发展壮大、 不断崛起的

进程中无一忽视文化的力量ꎮ 世界文明发展史也表明ꎬ 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文明

程度是不同的ꎬ 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存在差异ꎮ 总的来说ꎬ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ꎬ
世界文明的中心发生过三次大转移ꎮ 奴隶制时代ꎬ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发展水

平最高ꎬ 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最大ꎻ 封建时代ꎬ 中华文明发展文明水平最高ꎬ 对世

界文明影响最大ꎻ 资本主义时代ꎬ 欧美文明发展水平最高ꎬ 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最

大ꎮ③ 换句话说ꎬ 农业文明时期ꎬ 中国文化领先世界数千年ꎮ 到工业文明时期ꎬ
英国通过工业革命登上世界巅峰ꎬ 其文化也空前繁荣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ꎬ 美

国取代了英国ꎬ 成为领导世界的头号强国ꎬ 其文化后来居上ꎬ 逐步形成了文化霸

权ꎮ 由此可见ꎬ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ꎬ 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总是随着国家综合

实力的变化而变化ꎮ 传统中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可

有可无的存在ꎬ 而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高峰ꎮ
近代以来ꎬ 先进的中国人在探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ꎬ 先后发动了

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 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ꎬ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打

击了侵略势力和反动统治ꎬ 但是都没有取得根本性胜利ꎮ 由此ꎬ 人们开始在文化

层面进行反思ꎬ 同时文化上的不自信也蔓延开来ꎮ 从器物不自信到制度不自信再

到文化不自信ꎬ 呈现出由表及里、 从外到内的变化过程ꎮ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ꎬ 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ꎬ 凭借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全体人民的不懈奋斗ꎬ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迅速崛起ꎬ 政治制度不断完善ꎬ “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

大成就”④ꎬ 由此逐渐转入了从器物自信到制度自信再到文化自信的正确轨道ꎬ
验证了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ꎮ 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ꎬ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ꎬ 坚定

文化自信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ꎮ
其次ꎬ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ꎮ 文化学者朱谦之在谈到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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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出: “我们坚信文化是民族活动的原动力ꎮ”① 没有中国文化提供的精神动力

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ꎮ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历史洪流

中ꎬ 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促使中华民族克服了重重困难ꎬ 跨越了无数艰

难险阻ꎮ 在中国居住 ２８ 年之久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感慨地说到ꎬ 虽然中国文化在

１９ 世纪中叶受到欧美文明的强力冲击ꎬ 中华民族也因此面临瓜分豆剖的危难境

地ꎬ 但是最终中国挺过了重重危机ꎬ 中华文化得以延续ꎮ
中华民族在古代达到的文明高峰ꎬ 在近现代战胜的艰难险阻ꎬ 在今天创造的

辉煌成就ꎬ 都离不开在中华文化引领和感召下汇聚而形成的强大精神动力ꎮ 中国

历史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中创新的历

史ꎮ 作为民族精神和智慧集合的文化ꎬ 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ꎬ 促进社会发展进

步提供积极的价值引导、 向上的精神鼓舞、 充足的智力支持和强大的文化定力ꎮ
当前ꎬ 中国正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ꎬ 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ꎮ 中华民族正

处于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最接近的历史时期ꎮ 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

为实现这一目标聚集力量ꎮ 对此ꎬ 英国思想家科斯深刻地指出ꎬ 改革开放后ꎬ 中

国在逐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终于走出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

否定的困境ꎬ “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②ꎮ 文化自信必将为中华民族更

健康的生存、 更持续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ꎮ
最后ꎬ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标志ꎮ 民族的兴衰存亡决定着文化的前途

命运ꎬ 文化的繁荣兴盛标志着民族的兴旺发达ꎮ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历史阶

段ꎬ 文化的先导力和引领力从未缺失ꎬ 每一次民族的进步伴随的都是对文化的追

索、 探求、 总结与创新ꎮ 在此过程中ꎬ 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风骨在中华文化的

延续和发展中得以培育和滋养ꎮ 从历史上看ꎬ 中华文化曾对亚洲和西方欧美国家

都产生过重要影响ꎮ 包括文字、 绘画、 建筑、 服饰、 饮食、 雕刻等在内在的以儒

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和韩国影响深远ꎮ 在韩国ꎬ 儒家思想特别是

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对其思想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ꎬ 以致许多韩国人在阅

读曹南冥、 李栗谷、 洪大容等韩国学者的作品时ꎬ 常常误以为他们是中国人ꎮ 汉

字在春秋战国时期传入日本后ꎬ 对日语及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至今ꎮ③ 在

西方国家ꎬ 儒家的经典著作如 «论语» «大学» 等从 １７ 世纪开始陆续传到欧洲

时ꎬ 引起了笛卡儿、 卢梭、 伏尔泰、 莱布尼茨、 孟德斯鸠等许多思想家的强烈关

注ꎬ 并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赞扬和喜爱ꎮ 伏尔泰在 «论孔子» 中写到ꎬ 与世界

上其他立法者相比ꎬ 孔子宣布了最有用的真理ꎮ 他认为ꎬ 孔子倡导的 “己所不

欲ꎬ 勿施于人” 的道德规范体现了真正的、 最纯粹的道德ꎮ 莱布尼茨则认为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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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的影响和启蒙对于欧洲人能够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发挥了重要作

用ꎮ① 除此之外ꎬ 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思想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

明等文化创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从现实来看ꎬ 在全球化、 多极化、 信息化、 多样化的多重冲击之下ꎬ 对自身

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继承与创新也必须借助文化自信来实现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起ꎬ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弗兰西斯福山三人先

后出版了 «意识形态的终结» «大失败———２０ 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 «历
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ꎬ 大力唱衰社会主义ꎬ 预言共产主义必败的结局ꎮ 最为典

型的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著的 «１９９９:不战而胜»ꎬ 妄图通过攻心战术从文化上

动摇中国ꎬ 最终搞垮社会主义中国ꎮ 尼克松所谓的 “攻心战术” 实质是上一种

和平演变的手段ꎬ 其主要手法就是引导中国社会崇拜西方标准ꎬ 用西方标准裁判

中国ꎬ 对中国灌输虚无主义ꎬ 进而动摇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ꎬ 摧毁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ꎬ 最终达到对中国分化、 西化的目的ꎮ 近年来ꎬ 西方和平演变的手法更加

隐蔽ꎬ 文化渗透的攻势日渐强烈ꎮ 在这样一种巨大的文化冲击和压力下ꎬ 消除这

种不确定状态ꎬ 提升中华文化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影响力ꎬ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ꎮ

二、 文化自信依据的核心构成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ꎬ 运用系统、 辩证、 发展的

观点ꎬ 深刻地指出: “在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在党和

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精神追求ꎬ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ꎮ”② 这一重大判断深刻地说明了新

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依据为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构成的底蕴深厚、 内容丰富、 结构合理的文化共同体ꎮ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脉

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ꎬ 曾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 近代以前ꎬ 中国一

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ꎮ 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ꎬ 从公元 ６ 世纪

到 １６ 世纪ꎬ 在长达十个世纪里ꎬ 中国政治、 社会空前稳定ꎬ 经济非常发达ꎬ 文

化十分繁荣ꎮ 在这一千年里ꎬ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无可比拟ꎮ③ 英国学者

汤因比也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２６ 种不同的文化形态ꎬ 唯有中华文化在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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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发展中从未中断ꎬ 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创造力ꎮ 独具特色、 博大精深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攻坚克难奋发向上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

神动力ꎮ
人创造了历史文化ꎬ 而当代文化的创造与创新也必须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

想资源中寻找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要素ꎮ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文化上实现

进步与繁荣都离不开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ꎮ 对此ꎬ 费孝通先生认为ꎬ 人

类在漫长生存、 发展和延续的历史进程中ꎬ 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ꎬ 其中

历史和传统就是本民族文化得以延续下去的 “根和种子”①ꎮ 也就是说ꎬ 一种文

化生命力的延续、 进步和扩充不是抛弃和背离传统ꎬ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 转

化和发展传统ꎮ 对此ꎬ 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

发展ꎮ”②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ꎬ 形成了独特的优势ꎬ 留下了许多文

化珍品ꎮ 作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ꎬ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历史ꎬ 珍视

传统ꎮ 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时期的历史文化ꎬ 都应当给予总结ꎬ 批判和承续ꎮ 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ꎬ 是我们在

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ꎬ 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ꎮ”③ 当

然ꎬ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不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和孤芳自赏ꎬ 而是要更加重

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智慧和时代价值ꎮ
梳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史可以看出ꎬ 早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ꎬ 中华民族就迎来

了文化上的第一个高峰ꎮ 儒家崇尚仁义ꎬ 道家顺从自然ꎬ 法家倡导法治等ꎬ 诸子

百家竞相争鸣ꎬ 并汇聚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ꎬ 延续至今ꎮ 对此ꎬ 冯友兰先

生自豪地说道ꎬ 与希腊、 罗马有古无今、 世界列强虽新不古的境况不同ꎬ “惟我

国家ꎬ 亘古亘今ꎬ 亦新亦旧”④ꎮ 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

哲学、 政治、 道德等各方面智慧和丰富的治国理政理念和经验ꎬ 以及由此产生的

具有独特标识的中国智慧、 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等ꎮ “亲仁善邻、 协和万邦”
“惠民利民、 安民富民” “革故鼎新、 与时俱进”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ꎬ 集中

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贯的处世之道、 鲜明的价值导向、 永恒的精神气质和内在的生

存理念ꎮ⑤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海纳百川、 有容乃

大、 兼收并蓄、 天下大同的大格局、 大气象和大胸怀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ꎬ 中国人民吸吮着 “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⑥ꎬ 由此

聚合起磅礴之力ꎬ 走自己选择的路ꎬ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无比强大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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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ꎮ 可见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脉ꎬ 为我们在世界文化竞争中站

稳脚跟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二) 革命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色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来ꎬ 统一的中国惨遭列强侵略ꎬ “一盘散沙之民众” 与帝

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割据并存的局面使古老的中国日渐丧失民族尊严和文化独

立ꎮ 传统农业文明在腐朽的政治文化的吞噬下难以抵挡西方工业文明与由资本主

义所主导的西方文化的强势侵袭ꎮ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ꎬ 伴随着 “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ꎬ 出现了 “三千年未有之不自信”ꎮ 究其缘由ꎬ 是 “近代中国并不是

近代化的中国”①ꎮ 与西方国家相比ꎬ 近代中国在工业化、 商品经济、 民主化和

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十分落后ꎮ 在这样一种处境中ꎬ 近代中国一方面要解决如何摆

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ꎬ 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问题ꎻ 另一方面要解决如何近

代化的问题ꎮ 为此ꎬ 从义和团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ꎬ 无数仁人志士进行

了长期的探索、 斗争和革命ꎮ 然而ꎬ 由于这两个问题相互缠绕、 密切相关ꎬ 再加

上时代的局限性和革命领导者的斗争方向、 路线和策略的失误ꎬ 旧民主主义革命

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人民的悲惨命运和中国文化的被动

局面ꎮ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ꎬ 并直接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ꎬ 从此新

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领导核心ꎮ 通过对近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

反思ꎬ 毛泽东深刻地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文化领域的目的就是 “建立中华民

族的新文化”② 这就是说ꎬ 中国革命的目的不仅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 经济上

受剥削的国家ꎬ 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 经济上繁荣的国家ꎬ 而且要把一个文化上

愚昧落后的国家ꎬ 变成一个文化上文明先进的国家ꎮ 革命文化是在革命斗争中形

成的包括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在内的各种

精神谱系及蕴含于其中的红色基因ꎮ 这些宝贵精神汇聚成为追求民族复兴和人民

幸福的强大动力ꎬ 并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气质提升到新的层次ꎮ 可以

说ꎬ 革命文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独特的思想和精神风貌ꎮ③ 进一步

讲ꎬ 革命文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思想结晶ꎬ 彰显了中

国革命事业的光辉历程和光明前景ꎮ 在此过程中ꎬ 中华民族重新恢复了旺盛生命

力ꎬ 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被唤醒ꎮ
历史雄辩地证明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化的兴起ꎬ 破除了近

代以来逐步形成的 “西方中心论” 的迷信ꎬ 扫除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感ꎬ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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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ꎮ 进入新时代ꎬ 革命文化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和时代

精神的养分ꎬ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新的发展ꎬ 成为凝聚党和人民、 提升文化自

信的巨大能量ꎮ 革命文化具有的非凡凝聚力ꎬ 能够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危难时团结

一致ꎻ 革命文化具有的深厚感召力ꎬ 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攻坚克难中众志成城ꎻ 革

命文化具有的持续推动力ꎬ 能让中华儿女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举国同心ꎮ 正

是这种强大的文化能动性ꎬ 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豪感ꎬ 为新时代坚定

文化自信打牢了底色ꎮ

(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灵魂

先进文化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反映时代向前潮流、 体现社会生产力

进步要求、 代表最广大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文化ꎮ 具体来说ꎬ 先进文化需要具备

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先进文化要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ꎬ 与人类社会发展

方向保持一致ꎬ 反映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方向的趋势ꎻ 二是先进文化要反映生产力

进步的客观要求ꎬ 它不仅要包含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ꎬ 能够有

效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创新能力ꎬ 还要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观念ꎻ 三

是先进文化要代表最广大社会成员根本利益ꎬ 能够提升人的综合素质ꎬ 进而促进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ꎮ 先进文化一旦形成ꎬ 就会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

动力ꎮ
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 发展和完善中ꎬ 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的思想文化运动ꎬ 自觉承担起构建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ꎮ 这是因为马克

思主义自身蕴含着巨大的思想伟力和文化动能ꎮ 正如英国文化学家卡尔兰道尔

所言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使现代工人革命运动文明化、 理性化、 合理化ꎬ 并与现代

技术相互联结和协调ꎬ 由此成为 “人类自由的一个有效的保卫者”①ꎮ 当代中国ꎬ
发展先进文化ꎬ 就是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ꎬ 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

未来的ꎬ 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ꎮ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ꎬ 也是对革命文化的继承升华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文化自信体现了中国人民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时代进步潮流ꎬ 是在对社会主

义本质深刻把握的前提下 “对中国文化 ‘先进性’ 的确认与坚信”②ꎮ 可以说ꎬ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的文化形态和表征ꎮ

从本质上看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灵魂ꎮ 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需要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轴展开ꎮ 当前ꎬ 全党

全国全社会正在学习与践行进入新时代后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ꎬ 紧密围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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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重点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ꎮ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最深层精

神追求的表达ꎬ 是新时代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ꎬ 是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

中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ꎬ 越来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ꎬ 有力地支撑和促进了全体

人民的文化自信ꎮ

三、 文化自信条件的生成确证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ꎬ 人们的精神世界是人们的物质世界的直接产物和主观反

映ꎮ 文化的产生和价值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ꎬ 文化自信的产生同样取决于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综合实力ꎮ 同时ꎬ 文化自信的发生ꎬ 源于人们对

自身文化精神、 文化传统、 文化理想的认知和把握ꎬ 缺乏文化自觉ꎬ 文化自信便

无从发生ꎮ 另外ꎬ 只有把对自身文化的认知、 情感和信念转变为一种持续的文化

自强行动ꎬ 化为现实的文化存在ꎬ 文化自信才能得以生成ꎮ

(一) 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马克思认为: “思想、 观念、 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ꎬ 与

人们的物质交往ꎬ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ꎮ”① 也就是说ꎬ 人们的精神

世界是人们的物质世界的直接产物ꎮ 现实的、 从事活动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 思

想等的生产者ꎮ 同时ꎬ 人们又受到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制

约ꎮ 推而广之ꎬ 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活动即精神生产过程同样受同时代该民族的

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和影响ꎮ 这表明ꎬ 一个时期在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和影响

力的文化必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ꎮ 依

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ꎬ 文化自信建基于经济社会生活ꎬ 是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前景所持有的信心 “在精神世界的反映”②ꎮ 文化发挥作用不可能脱

离作为文化载体的社会整体ꎬ 文化自信的产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ꎮ
从历史成败与文化兴衰的内在关联可以看到ꎬ ２０ 世纪初中国传统的解体首

先发生在经济、 政治、 军事等 “硬体” 方面ꎬ 最明显的是废除了存在两千多年

的封建制度ꎮ③ 由此开始ꎬ 作为文化形态的 “软体” 也先后经历了 “视之不见”
“博之不得” 直至 “死而不亡” 的状态ꎮ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经济社会

的变迁ꎬ 传统中的一些价值观念、 道德规范和伦理操守等又和许多由现代生产生

活方式所决定的价值观念彼此激荡ꎬ 相互生成ꎬ 成为 ２０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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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脉络ꎮ 近代以来ꎬ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从盛极一时到跌至谷底再到

重新振兴的过程ꎮ 与此相应ꎬ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经历了 “逐渐丧失直至跌落

到最低点ꎬ 又从最低点逐渐恢复和提升”① 的过程ꎮ 二者在发展变化中呈现出的

一致性ꎬ 是二者之间内在关联的必然反映ꎬ 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ꎮ 这

说明文化非常重要ꎬ 但不能陷入文化决定论的陷阱ꎮ 文化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

因素ꎬ 它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反作用ꎮ 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资

源ꎬ 但是经济凋敝、 政治腐败、 民不聊生、 国防虚弱ꎬ 是不可能自然地形成文化

软实力ꎬ 更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ꎮ
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ꎬ 文化自信作为中国道路的重要元素ꎬ 有其深厚的现

实性基础ꎮ② 进一步讲ꎬ 坚定文化自信ꎬ 需要经济、 政治、 军事、 科学、 教育、
哲学、 文艺、 伦理思想等多领域的展开与合作方可实现ꎮ 无论是科学文化的发

展、 教育文化的革新、 伦理文化的建设ꎬ 还是政治文化的创新、 艺术文化的繁

荣ꎬ 都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ꎮ 归根结底ꎬ 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硬实力构成文化软

实力提升的基础和动力ꎮ 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联系ꎬ 相互促进ꎬ 共同发展ꎬ
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ꎮ 硬实力对软实力的推动作用ꎬ 主要体现在软实

力的提升总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等物质基础为前提ꎮ 坚定文化自信必须重视文化

赖以生存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ꎮ “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

文化ꎬ 还要特别强调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ꎮ”③

进入新时代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非凡成就ꎬ 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

坚实基础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和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重冲击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沉着应对ꎬ 积极作为ꎬ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

有序ꎬ 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ꎬ ＧＤＰ 突破 １００ 万亿元ꎬ
“十三五” 规划主要指标如期完成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ꎮ 正所谓 “物质

的成功带来了文化的伸张ꎬ 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④ꎮ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

文化自信提供了最坚实的底气ꎮ 说到底ꎬ 文化自信是以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为支

撑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回归、 确证和自信ꎮ

(二) 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 一词最早是晏阳初在 １９３７ 年提出来的ꎮ 晏阳初认为ꎬ 民国时期

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由 “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⑤ꎮ １９９７ 年ꎬ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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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再次提出 “文化自觉” 这一概念ꎬ 并对

其内涵进行了阐述ꎮ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ꎬ 文化自觉主要指的是生活于一定文化中

的个人对其文化的发生源头、 形成过程、 内容特色和发展趋向所具有的 “自知之

明” 的意识和能力ꎮ① “文化自觉” 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 “文化复旧” “文化还

原”ꎬ 更不是文化上的 “全盘西化” 或 “全盘他化”ꎮ 所谓的 “自知之明” 表现

在一个民族处于文化转型期ꎬ 为了适应新环境、 新变化ꎬ 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选择

的自主地位和能力ꎮ 进入新时代ꎬ 坚持文化自觉最根本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状进行深刻检省ꎬ 以面向现代化、 面

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气度和视野ꎬ 对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道路保持清醒认

识ꎮ 只有这样ꎬ 才能为文化自信创造前提ꎮ
首先ꎬ 坚持文化自觉要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ꎮ 文化自觉包括人们对自身文化

发展历程的认知与评价、 对其现实状况的分析和反思、 对其未来趋向的判断与预

测ꎬ 是一种将历史、 现实和未来融为一体的总体性的自我认识和行动筹划ꎮ② 以

此来看ꎬ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ꎬ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须更加突

出文化的民族主体意识ꎬ 不断强化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中华民族的创造主体、 生

命主体和接受主体地位ꎬ 坚决反对和批判消解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质ꎬ 照搬照抄西

方文化特质的 “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等错误论调ꎮ 在文化建设中ꎬ 只有具有强

烈的主体意识ꎬ 才能够做到文化自觉ꎬ 才不致走入绝境ꎬ 自毁前途ꎮ
其次ꎬ 坚持文化自觉要具有阔达的开放意识ꎮ 异质文化的存在与竞争是一种

文化的发展和维护的内在需要ꎮ③ 文化自觉是以增强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为核

心的思想和行动ꎮ 没有阔达的开放意识以及相应的文化交流对话难以形成科学、
理性、 准确的文化认知ꎮ④ 可见ꎬ 文化自觉就是在对话交流中实现文化生命力的

延绵ꎮ 事实上ꎬ 当中国共产党还偏处延安时ꎬ 毛泽东就以开放的世界眼光指出: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ꎬ 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ꎮ”⑤ 进入新时

代ꎬ “一带一路” 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不仅是一种经济交往ꎬ 也是一

种文化交流的时代表达方式ꎮ 总之ꎬ 要坚持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的原则ꎬ 既要充

分体现文化建设中的民族特色ꎬ 同时又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积极汲取外来文化中的

先进养分ꎮ 只有这样才不致掉入 “只有中国文化能够拯救人类” 的话语陷阱ꎬ
在扩大开放中实现文化自觉ꎮ

最后ꎬ 坚持文化自觉要具有积极的创新意识ꎮ 列宁曾指出: “应当明确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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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ꎬ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ꎬ 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

造ꎬ 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ꎮ”① 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建设没有经验可循ꎬ 没

有模式可搬ꎮ 只有靠自身的探索和积极的创新ꎬ 才能创造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各项事业同向、 同行、 同步的先进文化ꎬ 进而实现文化自觉ꎮ② 立足于民族文化

的主体意识、 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意识与对中西文化传统敏锐的批判意识的积极的

文化创造意识是中国文化当代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与思维要素ꎮ

(三) 持续的文化自强行动

马克思在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中写道: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

替武器的批判ꎬ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ꎮ”③ 在唯物史观看来ꎬ 只有把

对自身文化的信心、 信念转变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行动ꎬ 转变为实有的文化存在ꎬ
文化自信才能化为现实的力量ꎮ 也就是说ꎬ “文化自信的实现靠文化自强”④ꎮ 文

化自强就是一个民族、 国家在追求精神上的自我提升过程中不断培育形成强有力

的核心价值观ꎬ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ꎬ 建设文化强国的实践过程ꎮ 文化自强ꎬ 对

内而言ꎬ 表现为人民群众通过对文化认同达到身份认同ꎬ 从而将文化转变为自己

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ꎻ 对外而言ꎬ 就是当代中国文化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思

路、 新选择和新方案ꎬ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的过程ꎮ 通过持续的文化自强

行动ꎬ 推动文化强国建设ꎬ 增强文化的创造力、 吸引力和竞争力ꎬ 形成具有民族

特色、 比较优势的文化成果是提升文化自信的基石ꎮ
首先ꎬ 文化自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ꎮ 马

克思主义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 结构和性质ꎮ 文化自强要坚持和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 源于马克思主义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ꎮ 美国学

者海尔布隆纳表示ꎬ 时至今日ꎬ 人类社会的进步仍在不断证明马克思所揭示和阐

发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性ꎬ 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ꎬ“必须向马克思求教”⑤ꎮ
“四史” 进程也充分证明ꎬ 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过时ꎬ 反而更加显示出科学性、
真理性和道义性的永恒价值ꎮ 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表示ꎬ 马克思是一位

伟大的思想家ꎬ 他的思想对于全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ꎮ 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

尔阿明则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对于更好理解当代世界具有伟大功用ꎮ 著名人文地

理学家大卫哈维也表示ꎬ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足以促使我们继续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ꎮ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孕育形成、 发展、 完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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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并由此与其他各类文化形态区别开来ꎬ 成为中国人民

勇于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ꎮ 在文化自强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 深

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 主体内容ꎬ 阐明了文化自强的灵魂

和原则等重大问题ꎮ
其次ꎬ 文化自强要继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ꎮ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

永恒的精神支柱ꎬ 也是中国文化的鲜明品格和实现文化自强的价值归宿ꎮ 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地指出: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ꎮ”①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文

化最核心的基因ꎬ 维系着民族团结ꎬ 激励民族振兴ꎮ “以天下为己任” “位卑未

敢忘忧国” “天下兴亡ꎬ 匹夫有责”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ꎬ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 等爱国意识、 忧国情怀和报国志向ꎬ 时刻鞭策和激励着中华儿女自立自强、
百折不挠地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不懈探索ꎮ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ꎬ 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使中华民族在经受各种风险和考验时总能勠同心ꎬ
上下接力ꎬ 永续发展ꎬ 并沉淀为中华民族最质朴、 最深沉、 最宝贵、 最自然的情

感ꎮ 爱国主义历经民族生存、 延续和发展的历史长河ꎬ 不断地丰富着精神内涵ꎬ
彰显着时代价值ꎮ 在实现文化自强ꎬ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ꎬ 弘扬爱国主义就要热

爱祖国ꎬ 热爱中国共产党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在

思想行动上积极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ꎮ
最后ꎬ 文化自强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ꎮ 自古以来ꎬ 中华民族

就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ꎮ 几千年根脉不断、 文明不衰离不开强大的创新能

力ꎮ «周易» 有言: “天行健ꎬ 君子以自强不息ꎮ” 这一观念被后世不断阐发为革

故鼎新、 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ꎮ 实践证明ꎬ 一个敢于创新的民族ꎬ 往往善于反省

自身所短ꎬ 学习他人之长ꎬ 在广泛吸纳各种文化的优长中实现自身新的发展ꎬ 同

时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ꎮ 改革开放之初ꎬ 邓小平就强调ꎬ 如果不重视改革创新ꎬ
一切从本本出发ꎬ 党和国家就会没有生机ꎬ “就要亡党亡国”②ꎮ 新时代ꎬ 在中国

国力日益强盛、 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方面的现实境遇下ꎬ 建

设文化强国必须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ꎬ 对内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ꎬ 对外积极为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发展提供中国方案ꎮ
综上所述ꎬ 从唯物史观视域来看ꎬ 社会发展总是与文化进步紧密相连ꎮ 当

前ꎬ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正

处于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ꎮ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协同作用ꎬ 共同支撑ꎮ 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

盛ꎬ 缺乏坚定的文化自信ꎬ 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ꎮ 由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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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

主要依据ꎮ 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持续的文化自强行动ꎬ
以及三者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形成的合力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生成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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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 年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突破和坚守
及新时代启示∗

李　 阎∗∗

【摘　 要】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工程ꎬ 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

前ꎬ 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呈现困境中坚守和突破的复杂情况ꎮ 在意识

形态工作薄弱与体制力量强势并存、 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不断较

量、 文化领域的拜金主义趋势与对真善美膨胀性诉求共存的情况下ꎬ
党领导的文化建设突破意识形态迷雾ꎬ 超越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对

立ꎬ 突破道德困境ꎬ 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ꎬ 坚持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ꎬ 明确道德和价值的界说ꎬ 推进文化建设工作ꎬ 为新时

代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ꎮ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ꎻ 文化建设ꎻ 精神文明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１９７８ 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ꎬ 伴随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巨大发展ꎬ 文

化领域也旧貌换新颜ꎬ 逐渐焕发生机ꎮ 不过ꎬ 与经济建设领域目的明确、 成效显

著且目的和效果统一的情况相比ꎬ 文化建设无论是在效果还是在目的方面都呈现

为一种复杂的状况ꎮ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ꎬ 思想文化上清醒的保留与勇敢的突破

并存ꎬ 其间夹杂懵懂和迷茫ꎮ 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和侵入ꎬ 内在文化基因的萌发

和成长ꎬ 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外来资本主义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较量和抗衡

在国家、 世界和社会三个层面面临不同向度的困境ꎮ 只有回顾和反思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发展向度的纠结和困境ꎬ 总结和思考改革开放

之初三十年文化建设历经的突破和坚守ꎬ 才能够更全面和深刻领会新时代党关于

文化建设的战略和部署ꎬ 才能够更明确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要求并预见新时代文

化建设的历史使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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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维度: 突破意识形态迷雾ꎬ 始终坚守社会主义文化立场

文化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侧面ꎮ 文化建设的政治导向、 价值取

向、 道德引领、 文化渗透、 教化遵循、 宗教熏陶等具体内容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

态工作的晴雨表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 文化建设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薄弱与体制力量强

势并存ꎬ 文化的 “去政治化” 倾向明显ꎮ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人民日报» 发表的

«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一文采用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的表述ꎬ 隐弃了 “文
艺为政治服务” 的提法ꎮ 这在当时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文艺创作的概念化、 公式化

和脸谱化ꎬ 起到了缓解政治紧张的减压阀作用ꎬ 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建设松了绑ꎮ
同时ꎬ 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疏于防范ꎮ 于是ꎬ 在有关 “人
道主义与异化” 的论战中ꎬ 在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中ꎬ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

的、 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观念凸显出来ꎬ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冲击ꎮ 这一

时期党在文化建设领域惯于用体制力量掌控意识形态ꎬ 但是疏于理论斗争ꎮ 当

时ꎬ 为了避免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超越阶段的理解和产生超高标准要求的误

解ꎬ 为了最大多数地团结人民ꎬ 胡耀邦在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过程中对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使用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的表述ꎮ① １９７９ 年ꎬ 邓小平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ꎬ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和 ７ 月连续强

调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 教育ꎬ 反对错误思想倾向ꎮ 他还在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６
年的数次会议上明确指出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②ꎬ “旗帜鲜

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③ꎮ 然而ꎬ 从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发展不难看出ꎬ
其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并不得力ꎬ 意识形态风险一直存在ꎬ 资产阶级自

由化思潮逐渐发展并造成恶果ꎮ 究其原因ꎬ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工作薄弱状况的形

成有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ꎬ 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尚不到位ꎮ 面对新自由

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等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政治危险性的思想和思潮ꎬ 党

主要利用体制的力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ꎬ 较少采用理论斗争的方式直面

错误思潮ꎬ 也几乎没有对 “人道主义” “异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 “民主社会主

义” 论战的情况和结果给出权威结论ꎮ 这固然有全力以赴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因ꎬ
同时也有对理论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够ꎬ 以及理论斗争水平不强的原因ꎮ 疏于理

论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较为薄弱ꎬ 还没有形成具有感召力

的特色、 风格和气派ꎮ
面临改革开放的复杂国内外形势ꎬ 文化建设领域尽管一度存在上述问题ꎬ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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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关键问题上把握住了事关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ꎬ 在突破与坚

守中积累着文化建设的经验ꎮ 首先ꎬ 在文化建设领域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ꎮ “文化大革命” 之后ꎬ 党在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成为社会整体和全局拨乱反

正工作的先声ꎮ 科技、 教育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始ꎮ 文艺

领域的拨乱反正则以明确文艺工作方针为关键ꎮ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 «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ꎬ “二为” 方向和 “双百” 方针

成为新时期文化工作的基本遵循ꎮ 对此ꎬ 邓小平指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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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
党的利益”①ꎬ 从而为文艺工作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的调子ꎮ 当各种文化流派和思

潮蜂拥而入ꎬ 人们的文化创造激情空前高涨的时候ꎬ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旗

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ꎬ 反对精神污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ꎮ 面对西

方新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的冲击ꎬ 一方面是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做出彻底解释ꎬ 另一方面是对这些思潮的主张、 实质、 立场和危害等

进行明确揭示ꎬ 让群众在比较中辨别ꎬ 在辨别中成长ꎬ 在成长中自觉主动坚守马

克思主义理论阵地ꎮ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ꎬ 我们应该认识到ꎬ 如果有人主张单

纯文化建设而不提意识形态ꎬ 或者认为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无关ꎬ 那么这样的人

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ꎮ 其次ꎬ 坚定巩固社会主义文化的经济基础ꎮ 文化建设和

发展需要建立在政治、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ꎮ 文化属于精神交往的产物ꎬ 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ꎬ 必然反映着社会的经济、 政治ꎬ 相应地ꎬ 经济、 政治发展是文化建设

和发展的前提条件ꎬ 二者本质上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ꎮ 在社会革命

的特殊时期ꎬ 代表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可能暂时处于比较显赫的地位ꎬ 能够起到

教育、 号召、 指引、 鼓动的强有力作用ꎮ 但是这种作用从时间上来说是暂时的ꎬ
从本质上来说它最终不能脱离背后强大的物质基础ꎮ “ ‘思想’ 一旦离开 ‘利
益’ꎬ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ꎮ”② 面对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文化大发展ꎬ 中国共产

党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筑牢社会主义文化经济基础和增强国

家实力ꎮ

二、 世界维度: 超越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对立ꎬ 坚持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建设纠结于文化现代化与文化 “西化” 的冲突ꎬ 受到外来文化深度侵

扰ꎮ 改革开放后ꎬ “言必称希腊” 一度成为时尚和现代象征ꎬ 照搬西方的 “西
化” 成为一种时髦ꎮ 在拒斥 “西化” 思潮的前提下ꎬ 如何走出一条妥善处理民

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文化现代化之路是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ꎮ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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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世界文化话语权ꎬ 我们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应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吸

取的文化价值ꎬ 大量渗透着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ꎬ 诸如经济至上主义、 消费主

义、 个人主义等①渗透到我国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ꎮ 随着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逐

步放开ꎬ 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ꎬ 各种政治思潮趁机而入ꎮ 诸多政治思潮倾向

于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展开论述ꎬ 提出不同观点和主张ꎮ 这些不

同政治思潮的观点和主张背后隐藏着不同价值观及政治立场ꎬ 集中表现为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间的对立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深陷与

此诸多政治思潮的比较和博弈之中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的主体性

特质渐趋弱化ꎮ 改革开放之前ꎬ 我国对外交往少ꎬ 相对比较封闭ꎬ 文化建设只须

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即可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 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入ꎬ
想要在文化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就要积极面对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冲突所带

来的问题ꎮ 党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推进一直处于多种思潮的冲突和撕裂之中ꎬ 呈

现为保守与激进、 中国化和西化以及传统与现代在内的多个向度的碰撞ꎮ 外因通

过内因起作用ꎮ 这一时期ꎬ 我们自身在思想文化价值观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不

容小觑ꎮ 兼容并包原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ꎬ 但这是建立在保留和维

护自身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ꎮ 改革开放后ꎬ 伴随与西方文化深度接触ꎬ 我国文化

发展中出现消极倾向: 尽管依然重视对各种文化的吸收ꎬ 但这种吸收却是较为被

动的、 欠缺批判性的吸收ꎬ 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出现了消解我国主体价值观念自主

成长的情形ꎮ 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的主体性特质没有被有效提取ꎬ 反倒造成中

国社会价值观念在面临碰撞时回击乏力的局面ꎮ
西方文化思潮大肆涌入ꎬ 接纳什么、 警惕什么、 吸收什么、 抵制什么成为文

化建设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ꎮ 党的十六大之后ꎬ 伴随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

识ꎬ 党秉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念ꎬ 在文化发展格局上ꎬ 不断探索和

破除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ꎬ 确立 “古为今用ꎬ 洋为中用” 的立场ꎮ 将对

文化建设的认识提高到文化是社会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ꎬ 明确以民族文化

为主体、 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格局ꎮ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坚持

学习来自西方的且适用于我国的新观念ꎻ 二是警惕在国外虽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新

观念ꎬ 但不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ꎻ 三是扬弃那些从根本性质上看属于旧观念但其

中包含着某些对我们创立新观念有积极意义的东西ꎻ 四是坚决摒弃对我们有害无

益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ꎮ 党的十六大关于以文化产业的形式推进文化建设的思路

为新世纪新阶段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ꎮ 尤其是对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明

成果ꎬ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了更明确的认知ꎬ 致力于 “中国内涵、 国际表

达”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党的十六届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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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提出 “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ꎬ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① 这一重要命题ꎬ 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

次出现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的提法ꎮ 文化产品生产中的智力投入和物质

投入所呈现出的社会生产力要素特征被认可ꎮ 这种认识超越了以往认为文化是经

济、 政治附属品ꎬ 至多作为与经济、 政治并列且必须排在经济和政治建设之后的

一项国家建设内容的观念ꎬ 转而认识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 创

造力和凝聚力ꎮ
中华文化表达的一个突出表征是不懈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ꎮ “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表述最早是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由叶剑英在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来的ꎮ 之后ꎬ 邓小平在文学艺

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重申这一表述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

会作出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ꎬ 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方针原则和根本任务ꎮ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

建设的专门决议ꎬ 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献ꎬ 不但揭

示了社会主义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特征ꎬ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宝库ꎬ 而且

凸显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面对流行文化、 奢靡文化、
消费主义文化冲击社会主义主导文化的严峻形势ꎬ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文化ꎬ 在党引领文化前进方向上树立了旗帜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ꎬ
党提出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ꎬ 在文化建设上提出 “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

益性文化事业分离”ꎬ 是文化建设理论的突破性成就ꎬ 着力激发文化活力ꎬ 推动

中华文化走出国门ꎮ 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奠定了基

础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

目标②ꎬ 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ꎮ 这些都为党的十八大提出 “推
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奠定了基础ꎮ

三、 社会维度: 突破道德困境ꎬ 厘清道德和价值的边界

经济主义、 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冲击社会ꎬ 影响广泛且隐蔽ꎮ 文化领域出现

了拜金主义趋势与对真善美膨胀性诉求共存的情况ꎮ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ꎬ 中国

社会普遍聚焦于发展经济ꎬ “经济至上” 思想渗透至经济、 政治、 文化各个行业

和领域ꎬ 在一定范围内、 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只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人文关怀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倾向ꎮ 在人们的经济视野得到史无前例拓展的同时ꎬ 强烈想要致富的

主观动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生活所呈现的种种美好场景一度使中国陷入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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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济的恶性循环ꎬ ＧＤＰ 一度成为衡量领导政绩、 民众能力、 城市发展水平的

标准ꎬ 文化退居次位ꎮ 这为之后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埋下了伏笔ꎮ 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明显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民收入增加ꎬ 人均消费支出增加ꎻ 二是

人们对服务和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增加ꎮ① 历来崇尚节俭的中国人ꎬ 身处全球化浪

潮之中ꎬ 有一部分人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费主义裹挟ꎬ 以致出现 “中国人的奢侈品

消费着实惊艳了世界” 的说法ꎮ 与消费主义紧密联系的是享乐主义ꎮ 没有足够金

钱去消费的状况反倒成为刺激人们主张和追求人生享乐的条件ꎮ 生产和消费过程

中的非理性因素ꎬ 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面临的困境ꎮ 文化

体制改革的推进实况比预想的要艰难得多ꎮ 究其原因ꎬ 除了文化体制改革既牵涉

经济基础又牵涉上层建筑ꎬ 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经济属性因此比其他领域更复

杂也更敏感之外ꎬ 还有重要的文化体制历史成因问题ꎮ 遗留的战时体制、 计划经

济体制、 长期受 “左” 的危害等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因素导致按照计划经济模

式组建的国有文化单位尚未有足够的思想建设和能力建设来应对文化体制改革ꎮ
这时候ꎬ 一些思想文化价值观已经迫不及待ꎬ 跃跃欲试ꎮ 当原有的传统文化资源

尚未融入体制改革而导致大量资源闲置、 缺乏活力的时候ꎬ 国外一些不良文化产

品就打着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旗号大肆进入中国ꎮ 文化产品与其蕴含的价值

观念是 “体” 和 “魂” 的关系ꎮ 以瘦肉精、 毒奶粉、 小悦悦事件等为表征的价

值失落和混乱、 社会诚信缺失、 突破道德底线的典型案例引发了全民讨论ꎮ 人们

不满于道德滑坡ꎬ 开始反思和重新审视道德建设ꎬ 以至于追溯到作为 “体” 的

文化产品ꎮ
与此同时ꎬ 文化的精神塑造功能愈发被重视ꎮ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ꎬ 党的十二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明确指出ꎬ 培育

“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公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ꎬ②

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ꎮ 自此ꎬ 提高人的素质逐渐

被确认为文化建设的目的和归宿ꎮ 文化建设也开始由配角变为主角ꎬ 文化建设快

速发展具备了前提ꎮ １９９１ 年开始的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ꎬ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中

央电视台举办的 “心连心” 慰问演出下基层活动ꎬ ２００２ 年文化部、 财政部联合

实施的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ꎬ 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实施的 “民
族精神史诗工程”ꎬ ２００５ 年中国文学界联合会推出的 “送欢乐下基层” 文化惠民

活动等ꎬ 都是力图充分挖掘与发挥文化精神培育与精神塑造功能的行动和努力ꎮ
从党的十五大开始ꎬ 由之前的重点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ꎬ 到文化建

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突出ꎬ 文化建设不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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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遮蔽ꎬ 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凸显出来ꎮ 这意味着伴随经济体量

不断增大ꎬ 文化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ꎬ 在全局工作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厘清概念层次ꎬ 将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规范、 道德建设区分开

来是文化建设深化的关键ꎮ １９８２ 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ꎬ 没有特别对道德建设作出说明ꎮ 改革开放之

初ꎬ 中共中央在指导道德建设过程中实际上是将价值追求内含在道德建设之中ꎬ
而不特别加以区分ꎬ 现实中往往出现价值观与道德规范混同的情况ꎮ 道德规范与

价值观本不是平行概念ꎬ 道德建设的前提和核心是道德观ꎬ 道德观是价值观的一

部分ꎮ 因此ꎬ 价值观是比道德观更具前提性、 更为基础性的概念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党

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① 的战略任务ꎬ 初步将价

值观和道德规范分离ꎬ 抓住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和根本ꎬ 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有了更为明确、 完整、 稳定的价值体系支撑和价值观导向ꎮ
以往我们既有只看文化的思想培育和文化教化功能而忽视其经济效益的一

面ꎬ 也有忽视文化意识形态属性而无限度扩大文化消费经济属性的一面ꎮ 深度挖

掘文化产品属性ꎬ 将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或者经济属性分离ꎬ 是

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努力的一个方向ꎮ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清晰

判断ꎬ 强调 “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ꎬ 始终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②ꎮ 这就明确了文化产品既有意识形态属性ꎬ 也有产业或

经济属性ꎮ 前者要求文化发挥引导社会、 教育人民的功能ꎬ 把文化的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ꎬ 后者要求文化产品更好地占领市场ꎬ 从而更多地占领阵地ꎬ 要坚持文化

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ꎮ 党在领导文化建设中已经更加明确认识到ꎬ
在确保文化产品正确价值导向的前提下ꎬ 经济效益越好ꎬ 受到这种文化产品影响

的人越多ꎬ 社会效益就越好ꎮ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部署ꎬ 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到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北京、 上海、 重庆、 广东、 浙江、 深圳、 沈阳、 西安、 丽江等 ９ 个文化

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和 ３５ 个宣传文化单位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ꎬ 这

为在全国推进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ꎮ

四、 关于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 年文化建设向度的反思与新时代启示

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发展ꎬ 矛盾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属性与特质ꎮ 文化建设

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引发人们的关切和忧虑ꎬ 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ꎮ
这些问题的症结集中在对文化国情的了解ꎮ 从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

开ꎬ 当意识形态工作薄弱时ꎬ 体制强制力量发挥较大作用ꎬ 文化建设的国家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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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ꎻ 当文化建设困顿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纠结时ꎬ 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呈现出

世界向度的特征ꎻ 当物质至上与道德诉求互动并存时ꎬ 文化建设的社会向度特征

凸显ꎮ 这一阶段党领导文化建设在困境中突破和坚守的经验和教训今天仍可以起

到重要的镜鉴作用ꎮ

(一) 文化建设不能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 和 “改旗易帜的邪路”

首先ꎬ 拒斥西化不代表文化 “自闭”ꎬ 中国共产党秉持 “文明交流互鉴” 理

念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主席多次阐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ꎬ 首次提

出 “文明交流互鉴”ꎬ 在国际社会正式提出理解人类文明关系的新思路ꎮ① 之后ꎬ
他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ꎬ 在纪念孔子诞辰 ２５６５ 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ꎬ 在博鳌亚洲论

坛 ２０１５ 年年会上ꎬ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ꎬ 在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演讲中ꎬ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ꎬ 均坦陈文

明多样性ꎬ 应加强交流、 学习和借鉴ꎬ 而要避免隔膜、 排斥和取代ꎬ 人类文明没

有高低优劣之分ꎬ 要 “和合” “善鉴” 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ꎮ
其次ꎬ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坚守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ꎮ 习近平

总书记 “８１９ 重要讲话” 的亮点之一是重提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
统一的”②ꎮ 这对被禁止使用达 ３０ 年的概念如今被重提ꎬ 在宣传领域实际上打破

了 ３０ 年来人为制造的一个禁区ꎬ 意义重大ꎬ③ 无疑具有振聋发聩之功效ꎮ 中国共

产党根基于人民ꎬ 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性立场ꎬ 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

观ꎬ 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ꎬ 始终将 “为什么人的问题” 真正视为 “根本的

问题、 原则的问题”④ꎮ 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党性ꎬ 就要宣传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ꎬ 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ꎬ 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

大分析判断ꎬ 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ꎬ 坚决维护中央权威ꎻ⑤ 意识形态和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人民性ꎬ 就要在实际工作中把实现好、 发展好、 维护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坚持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ꎮ
最后ꎬ 文化建设过程中ꎬ 我们尤其要重视国家最核心利益ꎮ 当前ꎬ 国家稳步

发展和人民政权巩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最大核心利益ꎮ 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进程和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是在诸多国家利益当中最核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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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 无论如何都必须恪守和坚持ꎮ 简言之ꎬ 既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动摇 “一个中

心”ꎬ 也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动摇四项基本原则ꎮ 做到这一点ꎬ 要反对两种错误倾

向: 一种是否定传统、 全盘西化倾向ꎻ 另一种是唯传统是从、 故步自封倾向ꎮ 前

者完全否定传统文化ꎬ 这意味着否定了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精神ꎬ 人为割断了自己

的 “根”ꎬ 势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ꎻ 后者全盘肯定传统文化ꎬ 忽视文化相对独立

性和稳定性ꎬ 会犯主观主义错误ꎮ 两种错误倾向都会导致陷入文化安全被威胁的

境地ꎮ 党领导文化建设必须具足底线思维ꎮ 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日渐趋

近ꎬ 中华民族复兴不是西方文明的复兴ꎬ 也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ꎬ 更不

是对任何一种现成文化的照搬照抄ꎬ 我们不断涵养并彰显的应该是标志性的中华

民族的民族精神ꎬ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ꎮ

(二) 文化建设中需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首先ꎬ 文化建设中要既恪守又扬弃地对待传统ꎮ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ꎬ 根脉不

能断ꎬ 但是它又与可以模仿的器物、 制度和行为不同ꎬ 而只能考虑在历史积淀基

础上恪守或者扬弃传统从而实现自身发展ꎮ 既然文化传统不可丢ꎬ 就要在扬弃基

础上实现现代化变革ꎮ 变革意味着对旧质状态的否定ꎮ 马克思认为ꎬ “任何领域

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①ꎬ 否定是一切发展或变革不可或缺

的一环ꎮ 没有否定就没有发展ꎬ 既否定又发展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ꎮ 这要求我

们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不是形而上学地简单抛弃ꎬ 而是辩证地扬弃ꎮ
文化不是一个凝固封闭的系统ꎬ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ꎬ 它往往以传统面目出现在人

们面前ꎬ 试图影响人们的生活ꎬ 这是不容置疑的ꎮ 然而ꎬ 文化始终处于融合、 扩

散、 发展中ꎬ 既属于过去ꎬ 也属于现在和未来ꎻ 既具有独立性ꎬ 又具有共识性ꎮ
它总是以一种正在进行时方式ꎬ 时时处处活跃与呈现在可感可触的现实情态中ꎬ
不断与包括外来文化影响在内的现实生活摩擦、 碰撞、 融合ꎬ 并由此渐进性地孕

育着一切新文化形态ꎮ 一切民族文化都是动态性、 整体性的存在ꎬ 往往是在沉积

历史底蕴的同时又融进了生机勃勃的时代新貌ꎮ
其次ꎬ 文化创新过程中要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ꎮ 文化现代化是在文化传

承和创新矛盾运动中实现的ꎮ 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倡导来看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学界提出儒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更

大重视ꎮ 党的十八大之后ꎬ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命题ꎮ 党的文化建设理念既是前后承继又是与时俱进的ꎮ 新

时代ꎬ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文化现代化必由之

路ꎮ 中国共产党正在致力于区分哪些文化传统必须摒弃、 哪些文化传统应该坚

守、 哪些文化传统需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９３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 卷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版ꎬ 第 ３２９ 页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０ 期

性发展ꎮ 文化传承要求我们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去创造新文化ꎬ 使一个民族文化发

展在历史的延续中沉淀、 积累和传承ꎮ 文化创新则要求按照一定民族文化内容和

结构的既有条件和发展逻辑进行更新ꎮ 例如为传统文化中的 “仁” “义” “礼”
“智” “信” 赋予仁爱和谐、 正义奉公、 尚礼守法、 崇智求真、 诚实守信的现代

内涵ꎬ 为 “忠” “孝” “廉” “耻” “勇” 赋予克己致公、 孝亲敬老、 正派清白、
为人底线、 肩挑大义等现代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典范ꎮ 传承使文化发展呈现出连续性ꎬ 创新促使文化发展实现飞跃并具有前进

的内在活力ꎮ

(三) 文化建设领域要有彰显社会主义本色的制度化建设

文化建设的制度化设想和探索自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启动ꎮ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ꎬ 但成效一直不够显著ꎮ 这是因为ꎬ 一方面ꎬ 体制机制

障碍的破除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ꎻ 另一方面ꎬ 常年远离市场经济的文化单位

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能力十分有限ꎮ 以文化 “走出去” 为例ꎬ 由于文化单位是事

业单位ꎬ 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 对上级负责是其一贯的价值观念ꎬ 习惯于伸手向

上要钱ꎬ 而不擅于筹集资金、 广告策划、 合资合作、 收入分成等市场化的方式ꎬ
总体表现是缺乏主动开拓市场的内生动力和能力ꎮ 即使用行政权力推动ꎬ 由于没

有体制机制做保障ꎬ 效果也是暂时的ꎮ 当务之急ꎬ 还是要深化文化领域体制机制

改革ꎬ 在确保我国文化安全和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ꎬ 有些文化领域必须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ꎬ 有些文化领域可以采取股份制的方式面向资本市场融资ꎬ 有些

文化领域可以进一步降低门槛容许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ꎮ 文化建设领域的制度化建

设要着力实现整合和改进的统一ꎮ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ꎬ 既不能消除ꎬ 也不能无视ꎮ
我们虽然不能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ꎬ 但是我们可以疏解矛盾于无害境地ꎮ 面对复杂

文化现象、 领导中国文化建设和推进文化发展需要战略与策略的组合手段ꎮ 文化整

合是基础ꎬ 文化改进是方向ꎻ 在整合中体现改进ꎬ 在改进中促进整合ꎮ
党领导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文化的疏解作用ꎬ 使其在促进和谐过程中

发挥作用ꎮ 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ꎬ 是文化制度化建设的一个关

键环节ꎮ 当西方 “唱衰中国”、 抹黑中国的种种论调变换身形ꎬ 粉墨登场的时

候ꎬ 我们要善于划清界限和揭露本质ꎬ 使意识形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ꎮ
价值观是意识形态外在表现和表达ꎬ 其导向是文化现代化必经环节ꎮ 资本主义标

榜 “个人奋斗梦”ꎬ 我们倡导 “人民有信仰ꎬ 国家有力量ꎬ 民族有希望” 的中国

梦ꎻ 资本主义推崇弱肉强食ꎬ 赢者通吃ꎬ 我们倡议 “一带一路” 共赢发展ꎻ 资

本主义奉行 “强国必霸”ꎬ 我们主张 “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重要途径ꎮ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 教化思想、 道德理念等是中华民族宝贵

的精神财富ꎬ 尤其是在振奋民族精神、 提振民族自信、 凝聚爱国情怀方面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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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ꎮ 这也就意味着进入新时代之后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在认识人类和自然的关

系、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治国理政格局和方略、 与时俱进进行道德建设等方

面承担更重要的责任ꎬ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ꎮ 社会生活实践是不断发展的ꎬ 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要永葆活力也必须不断探索和实践ꎬ 最终建

立起既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又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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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马玉婕∗∗

【摘　 要】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营造健康党内政治生态、 完

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必然要求ꎮ 高度重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ꎬ
就要注重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塑造与培育党员正确的政治思想ꎬ 指导与

规范党员的政治行为ꎻ 注重发挥党内政治文化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灵

魂作用ꎬ 营造风清气正党内政治生态的基础作用以及完善全面从严治

党制度的关键作用ꎮ 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ꎬ 必须遵循问题导

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 理论指导与实践推进相结合、 批判继承与开放

创新相结合、 思想教育与制度保障相结合、 注重时效与久久为功相结

合的基本原则ꎬ 努力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ꎬ 突出文化兴党、
文化强党的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 党内政治文化ꎻ 党内政治生活ꎻ 原则要求ꎻ 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ꎬ 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ꎬ 坚定推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理念新论断新举措ꎮ
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明确指出 “党内政治生活、 政治生态、 政

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ꎬ 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ꎬ 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

影响”①ꎬ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进一步强调指出ꎬ 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ꎬ 净化政治生态ꎬ 必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ꎮ② 积极推进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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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话语演进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１ＹＪＣ７１００５０)ꎻ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

项目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 (２０２０ＭＹＢ０４９) 的阶段性成果ꎮ
马玉婕ꎬ 法学博士ꎬ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ꎬ 硕士研究生导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

产党党内政治文化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１８１ 页ꎮ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版ꎬ 第 ７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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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智慧、 革命文化精髓、 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核心价值要素的党内政治文化ꎬ 从理论发展来讲ꎬ 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科学创

造ꎬ 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化表现ꎻ 从现实实践来讲ꎬ 是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时代要求ꎬ 是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的关键议题ꎻ 从未来发展来讲ꎬ
是完善无产阶级政党治理的有效手段ꎮ 为此ꎬ 深刻把握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

基本路径ꎬ 充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在政党发展中的最持久、 最深层、 最本质力

量ꎬ 对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推进党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

意义ꎮ

一、 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

发现问题、 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始终ꎬ “正如一道

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ꎬ 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

实的问题ꎬ 就能得到答案”①ꎮ 问题是进行一切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基础ꎬ 目

标为创新理论和实践进步提供明确指引ꎮ 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ꎬ 要 “坚
持问题导向ꎬ 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②ꎬ 统筹理论创新和实践进步ꎬ
因而科学把握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现实问题和基本目标ꎬ 既是研究、 制定与完善

各项政策的基础ꎬ 也是集中主要精力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ꎮ
首先ꎬ 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特殊文化样态ꎮ 深刻分析政治文化的

内部要素ꎬ 客观把握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ꎬ 深化阐释核心要素形成、 演变及其

突出功能等ꎬ 是准确掌握党内政治文化本质内涵的基础ꎬ 也是今后需要进行重点

研究的问题ꎮ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ꎬ 党员是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行为主体ꎬ 党

内政治文化是全体党员思想认识、 价值理念、 情感评价等深度融合的结果ꎮ 尤其

需要注意的是ꎬ 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极易滋生权权交易、 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等

腐败行为ꎬ “这些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ꎬ 却又无处不在ꎬ 听起来悖情悖理ꎬ 却

可畅通无阻ꎬ 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 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③ꎮ 加强党的先

进性、 纯洁性建设ꎬ 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ꎬ 就要立足于对党内政治生活

突出问题的正确判断和本质分析ꎮ 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帮助塑造党员正确

政治理想的关键之策ꎬ 必须有力推进党的思想、 政治建设的柔性治理ꎬ 运用积极

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从根源上解决党内政治生活突出问题ꎮ
其次ꎬ 新时代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出

了总体要求: “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ꎬ 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 光明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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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 卷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２０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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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

述摘编»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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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正派、 实事求是、 艰苦奋斗、 清正廉洁等价值观ꎬ 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

学、 厚黑学、 官场术、 ‘潜规则’ 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ꎬ 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

态的土壤ꎮ”① 坚持勇于自我革命、 从严管党治党ꎬ 不仅要求加强制度建设的硬

性治理ꎬ 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对党员政治行为的强制作用ꎬ 而且更加要求

完善思想建党、 发展优秀政治文化的柔性约束ꎬ 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和要求贯彻

落实到广大党员的思想认识深处ꎬ 从根本上改变个别党员脱离人民群众、 损害人

民群众利益的恶劣现象ꎬ 彻底扭转党内不正之风ꎮ 为此ꎬ 深刻把握党内政治文化

建设目标的内涵与特点ꎬ 必须将坚定的目标导向融合在党的建设的各个阶段、 全

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建设的生动实践中ꎬ 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ꎬ 加强党性修

养ꎬ 从思想认识和政治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共同推进塑造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

化ꎻ 各级党组织大力发展体现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文化ꎬ 坚决铲除庸俗腐

朽政治文化生存的土壤ꎮ
最后ꎬ 坚持效果导向ꎬ 提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质量ꎮ 效果导向重落实、 抓实

效ꎬ 实事求是ꎬ 稳扎稳打朝着既定目标有序推进ꎬ 旨在实现问题、 目标与效果的

有机统一ꎮ 坚持效果导向要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ꎬ “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

主义”②ꎮ 尽管政治文化看不见、 摸不着ꎬ 但政治文化功能作用的发挥可以通过

党员和党的组织等体现出来ꎮ 如果管党治党存在 “宽、 软、 松” 的问题ꎬ 形式

主义的沉疴顽疾不能根除ꎬ 就极易滋生脱离调查研究、 弄虚作假、 潜规则盛行等

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ꎮ 坚持效果导向还要善于运用科学方法ꎬ 评判建设党内政治

文化问题把握与目标设定的合理性ꎮ 摆在第一位的是广大党员是否认真学习马克

思主义ꎬ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ꎬ 执行党的政治路线ꎬ 站稳党性立场和人

民立场ꎮ 而且ꎬ 政治性是政党组织的本质属性ꎬ 党员的政治本领和党组织的政治

功能是关键内容ꎬ 要求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做到积极加强党性锻炼ꎬ 各级党

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组织路线ꎬ 增强政治功能ꎬ 不断强化政治引领ꎮ

二、 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推进相结合

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理论创新的结果ꎬ 也是政党实践活动的重要产物ꎮ 党内

政治文化一般通过润物无声、 潜移默化方式塑造着每个党员的思想观念ꎬ 是影响

政党发展最深层、 最持久、 最稳定的因素ꎮ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重要的

实践活动ꎬ 必须广泛植根于政党政治实践ꎬ 根据党的建设要求与时代发展特点ꎬ
不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创新发展ꎮ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

观点ꎬ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ꎬ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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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相结合的原则要求ꎮ
第一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ꎮ 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①ꎬ 是完善党的思

想文化制度的重大创新ꎬ 是国家文化事业发展方向的根本指南ꎬ 也是指导政党文

化建设的基本遵循ꎮ 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ꎬ 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

帜ꎬ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党内政治文化坚持正确方向、 坚定文化自信、 巩固政党理

论基础的根本ꎮ 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向纵深发展ꎬ 利益诉求多样化、 文化多元化深

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领域ꎮ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与多元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ꎮ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 坚持从建设党内政治

文化的具体实际出发ꎬ 需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ꎬ 需要合理借

鉴有利于政党发展进步的优秀文化成果ꎬ 需要明确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 反马

克思主义的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ꎮ
第二ꎬ 以实践为根本动力建设党内政治文化ꎮ 政治建党、 理论强党、 文化兴

党是我们党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ꎬ 根据党的建设实际ꎬ 依据党内政治生活、 政治

生态发展变化的现实ꎬ 深刻把握党内政治文化成果转化的方向、 内容与路径ꎮ 一

方面ꎬ 积极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成果转化为制度规范ꎮ 政治文化作为管党治党

的柔性约束ꎬ 必须融合法规制度的硬性约束ꎬ 才能更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ꎮ 为

此ꎬ 要及时推动成熟的政治文化理论成果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党内法规制度ꎬ 运

用党章党规高压线约束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ꎻ 另一方面ꎬ 积极推动党内政治文

化理论成果转化为党员的政治信仰ꎮ 成熟的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成果只有被每个党

员真正掌握ꎬ 才能高度凝聚和发挥政治文化的力量ꎮ 但这个过程不是自发实现

的ꎬ 必须通过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活动将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成果内化为每个党

员的政治信仰ꎮ
总之ꎬ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ꎬ 直接作用于净化政治生态ꎬ 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ꎬ 根本价值追求在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ꎬ 坚定政治信

仰ꎬ 强化政治领导ꎬ 提高政治能力ꎮ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推进相结合的原则要求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ꎬ 必须明确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发展 “离不开对其历史演进

逻辑的考察ꎬ 离不开从既有的理论成果和建设实践中把握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基

本规律ꎬ 离不开探讨每一历史阶段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 理论支

撑、 内部运行机制”②ꎮ 并且ꎬ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然现实与理论要求之间仍

然存在一定差距ꎬ 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塑造党员形象、 优化政治生态、
提升党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积极影响ꎬ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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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党员和一些党组织中仍然存在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ꎮ 因此ꎬ 推动党内政治文

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ꎬ 必须坚持以政治文化、 政治建设的科学目标为价值引

导ꎬ 充分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ꎬ 善于从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的产生源

头着手ꎬ 着力建构有助于坚定政治信仰、 加强政治领导、 增强政治能力的党内政

治文化ꎮ

三、 坚持批判继承与开放创新相结合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是 “空中楼阁”ꎬ 而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 思想

文化理念、 价值原则规范ꎬ 伴随着党的成立、 发展、 壮大ꎬ 深受党在不同历史时

期中心任务影响ꎬ 呈现出阶段性、 历时性、 发展性特点ꎮ 党内政治文化的接续性

发展是一种客观现象ꎬ 也是其内在要求ꎬ 是党内政治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客观反

映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ꎬ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ꎮ”①

进入新时代ꎬ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遵循批判继承与开放创新相结合的原则要

求ꎬ 遵从发展逻辑、 坚持创新要求ꎬ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优秀历史文化成

果ꎬ 充分吸收当代人类优秀文化成果ꎬ 夯实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基石ꎬ 推进党内政

治文化守正创新ꎮ
首先ꎬ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丰富的传统资源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博大

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②ꎬ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ꎮ 尽管古代中

国政治结构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形态ꎬ 更没有形成政党加强自身建设、 领导

社会发展的有益经验ꎬ 但是历代政治清明时期流传至今的政治思想ꎬ 对发展党内

政治文化影响深远ꎮ “民贵君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天下为主君为客” 等朴

素的民本思想为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提供了关键的启示ꎬ 努力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

柔性治理ꎬ 本质上就是不断完善党的政治领导力ꎬ 坚守党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ꎮ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ꎬ 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的做人品格ꎬ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等ꎬ 蕴含着加强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思想精

华ꎮ 因此ꎬ 必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意义、 思想精髓和时代新义ꎬ
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ꎮ

其次ꎬ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宝贵革命资源ꎮ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实践中创造的独特文化样态ꎮ 它发端于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ꎬ 形成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与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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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斗争ꎬ 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ꎮ “中国革命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①ꎬ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的重要精神遗产ꎬ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精神支撑ꎬ 也是新时代建

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强大精神动力ꎮ 革命性是革命文化最为突出的特性ꎬ 集中体现

在无产阶级进行伟大斗争的革命精神ꎮ 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

淬炼逐渐形成的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西柏坡精神等ꎬ 对当代广大

党员发挥着铸魂凝魄的积极引领作用ꎬ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时刻牢记党的

初心ꎬ 肩负历史使命ꎬ 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民族复兴上下探索ꎮ 因

此ꎬ 崇高的革命精神是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ꎬ 也成为区分中国共产

党党内政治文化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文化的根本所在ꎮ
最后ꎬ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充足时代资源ꎮ 当代中国在伟大社会革命中创

造了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

充足的精神滋养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不仅认识到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

信的重要性ꎬ 而且明确提出了 “文化自信” 的概念ꎬ 并将文化自信视为更基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ꎬ 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ꎬ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ꎬ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ꎬ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ꎮ”②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蓬勃发展和文化自信心态的生成ꎬ 为广泛吸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了主要动力ꎮ 与此同时ꎬ 新时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

文化必须避免两种倾向ꎬ 即文化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ꎮ 一要克服固守本民族

的传统文化ꎬ 拒绝接受新文化和任何外来文化的守旧主义和封闭主义ꎻ 二要克服

一味推崇外来文化ꎬ 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ꎮ

四、 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保障相结合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同向发力、 协同推进ꎬ 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

新发展ꎬ 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的管党治党的重大

举措ꎬ “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ꎬ 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

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③ꎮ 推进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时

代课题、 理论问题和实践议题之一ꎬ 必须坚持思想教育和制度保障相结合的基本原

则ꎬ 推进思想教育和制度保障相融合ꎬ 二者互相补充、 互相影响ꎬ 提升思想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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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水平与增强制度文化的教育性功用ꎮ 为此ꎬ 不断推进创新理论的学习教育结

合制度管党治党的保障机制ꎬ 善于抓住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核心与关键ꎬ 破解推进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难题ꎬ 督促落实保障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ꎬ 在创

新思想理论教育和强化制度保障相结合的过程中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ꎮ

(一) 积极建构创新理论的思想教育氛围ꎬ 培育形成常态化思想教育体制机制

“没有革命的理论ꎬ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ꎮ”①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

重要的实践课题ꎬ 需要时刻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ꎬ 充分确保思想教育的精神

引领作用ꎮ 广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 准确领悟、 深刻理解党的理论成

果体系ꎬ 既需要持续推进创新理论的学习教育ꎬ 也要注重把握理论学习教育活动

的表达形式ꎬ 以理论学习的主题、 内容与形式达到理论说服人的目的ꎮ 从时间维

度来看ꎬ 党员的思想教育从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开始到发展为正式党员ꎬ 并将持续

伴随着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全部过程ꎻ 从思想教育的内容来看ꎬ 将党的

思想建设与党的当前具体情况、 党的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等紧密结合ꎬ 善于运用

正确思想方法ꎬ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ꎮ 对于各级党组织而言ꎬ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

政治文化ꎬ 需要深刻把握创新思想教育学习活动形式这一原则性要求ꎬ 运用多样

化的党内教育传播方式和解读路径以及灵活的可接受途径ꎬ 不断提升党员的党性

修养ꎬ 从而帮助党员坚定党性ꎬ 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ꎬ 树立在参与党

内政治实践中的思想自觉ꎬ 着力塑造和形成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ꎮ

(二)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ꎬ 增强制度文化的思想教育功用

在现代政党政治时代ꎬ 政党组织的有效运行与有序开展工作离不开成熟的制

度保障ꎬ 加强制度建设有助于促使党的各项活动有章可循ꎬ 更加规范化、 制度

化、 体系化ꎮ 百余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党内制度建设、 改革与重塑的丰富实

践ꎬ 逐渐建构起党的法规制度体系ꎬ 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 民族特色的制度文

化ꎮ 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充分展现ꎬ 就要立足制度文化的教育功能和

作用ꎬ 将其深度嵌入到党的教育机制之中ꎬ 转化为党的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

的重要内容ꎬ 实现制度文化对党员干部和各级组织的深度塑造ꎮ 广大党员参与党

内政治实践活动ꎬ 坚持制度管党治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遵守既有规则与准则ꎬ 以

强制性特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管理与监督ꎬ 实现党的各项制度规范的本质要

求ꎬ 在党内形成明确的制度规则ꎬ 进而成为约束党员和党的组织的基本遵循ꎮ 党

员要树立强化制度观念的思想自觉ꎬ 规范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ꎬ 严格遵守政治纪

律与政治规矩ꎬ 进而营造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生态ꎬ 形成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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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坚持注重时效与久久为功相结合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方面ꎬ 是关乎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体布局的重要维度ꎮ 新时代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ꎬ 既要从时代紧迫性、 问题

针对性、 现实回应性出发ꎬ 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时效ꎬ 也要从全面从严治党

的根本性、 长期性、 复杂性、 战略性出发ꎬ 坚持久久为功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从新

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中ꎬ 围绕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总结新经验、
探索新路径、 形成新表述ꎬ 在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理论的同时有效增强党内政

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力度ꎮ

(一) 科学把握建设党内政治文化面临的时代紧迫性问题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是纯粹理论思辨和逻辑演绎的结果ꎬ 更是党为所面临的现

实环境和问题倒逼提出的时代命题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我国正处

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ꎮ 这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治理提出了严峻挑

战ꎬ 既增强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紧迫性ꎬ 也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

题ꎮ 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时效性的关键ꎬ 就在于从世界大势、 基本国情、 党情实

际出发ꎬ 不断提升现实回应能力ꎮ “要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 分散主义、 自由

主义、 本位主义、 好人主义ꎬ 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 圈子文化、 码头文化ꎬ 坚

决反对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等”①ꎬ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补足 “精神之钙”ꎬ 避免

“软骨病”ꎬ 使全党理想信念信仰更加坚定、 党性更加坚强ꎮ 同时ꎬ 不断发扬党的自我

革命精神ꎬ 切实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做到敢于刀刃向内、 敢于刮骨疗毒、 敢于壮士断

腕ꎬ 找到并有效消除有损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ꎬ 使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党

的思想建设、 制度建设、 纪律建设等密切结合ꎬ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ꎮ

(二) 坚持久久为功ꎬ 积极打造建设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良好氛围

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层面的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以及其他方面

创新ꎬ 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ꎬ 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进行

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ꎮ 纵观党的发展历程ꎬ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 形成了优良的历史传统、 揭示了深刻的历史规律、 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党

内政治文化话语ꎬ 这些都为建构和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理论提供了丰富素材、
宝贵资源和智慧成果ꎮ 新时代ꎬ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理论发展步入快车道ꎬ 不仅从

概念、 命题等层面实现了创新ꎬ 而且在实践层面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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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ꎬ 明确了党的领导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ꎬ 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是孤立存在

的ꎬ 党风正ꎬ 则政风清、 社风淳、 家风好ꎮ 因此ꎬ 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不仅

作用于塑造党内政治生态、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ꎬ 而且其溢出效应也会对国家社会

政治、 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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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内涵与特质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
内涵与特质∗

刘腾骏　 董沐夕∗∗

【摘　 要】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其重要的理论逻

辑、 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ꎮ 其思想内涵主要有: 自觉地、 坚定地推进

党的政治建设ꎻ 始终重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ꎻ 重视党的基层组

织的建设和发展ꎻ 狠抓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培养与提升ꎮ 这些重要论

述具有坚定的政治性、 显著的创新性、 完备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践性

等鲜明特质ꎮ
【关键词】 习近平ꎻ 党的政治领导力ꎻ 政治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

力、 社会号召力ꎬ 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ꎮ”① 其中ꎬ 政治领

导力居于首位ꎮ 政治领导力肇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发挥ꎬ 表征了党对政治

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实现全面领导的现实追求ꎬ 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ꎮ “政
治领导力” 在党的十九大上得以界定ꎬ 实现了党的领导力概念的维度细化ꎬ 突出

了党的政治属性的关键地位ꎮ 由此ꎬ 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定义为: 作

为国家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ꎬ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ꎬ 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方向ꎬ 把落实党的各项要求作为重要任务ꎬ 统率广大党员干部服务人民并能

够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ꎬ 引领人民群众逐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的能力ꎮ
党的政治领导力关系到党的自身发展和长期执政ꎬ 也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群

众的福祉产生重要影响ꎮ 基于此ꎬ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的自身建设发展高度ꎬ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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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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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态优化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共产党与新

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比较视角” (１７ＤＤＪＪ０２)、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科研项目 “中国共产党党史观

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研究” (２０２２ＹＢ００６) 阶段性成果ꎮ
刘腾骏ꎬ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ꎻ 董沐夕ꎬ 山东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ꎬ 硕士研究生导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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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进而提高执政能力高度重视ꎬ 做出了相关论述ꎮ 这一系列论

述有着丰富的内容、 深邃的思考ꎬ 对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建设理论、 完善党中央领导体制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ꎬ 以及推动现代化建设有着

重大意义ꎮ

一、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ꎬ 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领导理论的探索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ꎬ 中国共产党

人的百余年生动实践以及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ꎬ 国内外发展的复

杂形势和党自身建设面对的问题是其形成的现实逻辑ꎮ

(一) 理论逻辑: 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领导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党与政治领导的学说为后来党的政治领导力话语体

系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ꎮ 虽然马克思、 恩格斯未直接界定 “政治领导力” 这

一概念ꎬ 但在其相关著作中ꎬ 不难发现他们十分重视政治领导在无产阶级政党建

设中的关键作用ꎮ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领导力量ꎬ 肩负着领导无产阶级

推翻封建资产阶级政权、 废除私有制、 完成无产阶级专政、 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

使命ꎮ 因此ꎬ 马克思提出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就是掌握领导权ꎬ 凝聚

起广大工人的蓬勃力量ꎮ “如果它这样做ꎬ 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

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ꎬ 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 ‘向前推进’ꎮ”① 而在这

一过程中必须保持党领导的政治性ꎮ 如果一些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冒牌分子混

入工人队伍中ꎬ “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ꎬ 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②ꎮ 针对

谁应该真正掌握领导权这一问题ꎬ 恩格斯指出: “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

了一些英勇的决议ꎬ 但它根本不能掌握领导权ꎮ”③ 这里ꎬ 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 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牢牢掌握领导权ꎬ 只靠相关的法案、 决议是没有

什么作用的ꎮ 此外ꎬ 对于巴枯宁主义支持工人运动应该舍弃政治的错误观点以及

巴黎公社没有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威而最终走向失败的惨痛教训ꎬ 恩格斯意

识到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必要性ꎬ 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ꎬ 其实质就是加强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ꎬ 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是核心的领导力量ꎮ
十月革命后ꎬ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ꎬ 他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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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同时又充分结合俄国实际条件ꎬ 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思想ꎬ 科

学探索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领导的一般规律ꎮ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实行正确的政治领导并牢牢把握领导权ꎮ 他指出:

“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ꎬ 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

频繁的、 不正常的、 往往是琐碎的干预ꎮ”① 他这里提及的 “总的领导” 是政治

领导的另一种话语表述ꎬ 指明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总揽全局、 领导方针政策ꎮ 此

外ꎬ 他认为正确的政治领导对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有着重要作用ꎮ 对此ꎬ 列

宁采取了包括加强理论知识学习、 重视党员成分的辨别和管理、 完善党内规章体

系、 加强监督等措施保障无产阶级政党对政治领导权的掌握ꎬ 为巩固无产阶级政

党的纪律提供了保证ꎮ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方式ꎬ 他提出要坚持集体领

导并且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落实ꎮ 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有利于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权

威ꎬ 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功效ꎮ

(二) 历史逻辑: 对中国共产党人政治领导思想的发展和完善

百余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 建设、 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党的政治领

导的重要思想ꎬ 是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形成的历史逻辑ꎮ 革命时期ꎬ 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必要性ꎮ 他指出

“中国革命战争是能够胜利的ꎬ 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②ꎬ 明

确了我国革命斗争的获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ꎬ 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

是中国革命获胜的关键ꎮ 在领导革命的实践过程中ꎬ 毛泽东多次强调坚持政治领

导应该注意方式方法ꎬ 其中就包括口号宣传、 发挥榜样模范作用、 建立统一战线

等有效方法ꎮ 此外ꎬ 他还曾指出坚持政治领导有利于推动统一战线的形成ꎬ 这使

党凝聚起巨大革命力量ꎬ 推动革命朝向胜利发展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 毛泽东

主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ꎬ 要求充分保证党的领导地位ꎬ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

优势ꎮ 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ꎮ 没有这样一个核心ꎬ 社

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ꎮ”③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旧中国 “一穷二白”
的局面ꎬ 使国家、 社会得到发展ꎬ 取得了瞩目的成就ꎮ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ꎬ 怎样保持和增强党中央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人思

考的问题ꎮ 邓小平提出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ꎬ 即政治原则、 政治方向、 重大决

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④ꎬ 同时也指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ꎬ 保

持和完善党中央的政治领导ꎬ 使党的领导机构充满生机与活力、 领导集体发扬创

新开放精神ꎬ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充分发挥党的重要领导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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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情和国情出现新变化、 新挑战ꎬ 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增强执政能力ꎬ
提高领导水平ꎮ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付诸强

化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工作中ꎬ 强调全方位从严治党ꎬ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ꎮ 江

泽民指出要深入开展 “三讲” 教育活动ꎬ 养成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的好习

惯ꎬ 坚定党员干部的立场信念ꎬ 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ꎬ 实现了干部的政治能

力培养与增强党的政治领导的有机结合ꎮ
胡锦涛针对党的建设面临 “四种考验” 和 “四大危险” 的现实情况ꎬ 指出要

“从国际国内形势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高度ꎬ 深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

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①ꎮ 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ꎬ 坚持从严治党ꎬ 保证党的先进

性ꎻ 要通过制度完善干部教育ꎬ 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素质ꎬ 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

提升领导水平提供主体保障ꎮ 此外ꎬ 他还强调党要对民主党派、 社会法治建设、
社会文明建设等方面进行政治领导ꎬ 充分发挥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ꎮ

(三) 现实逻辑: 中国共产党需要应对国内外的复杂局面以及风险挑战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 “政治领导力” 这一概念ꎬ 体现了党对自身建设的深入

思考ꎬ 追求的是巩固领导、 长期执政、 实现使命的重要目标ꎮ 这一概念的提出是

应对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 维护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

举措ꎮ
首先ꎬ 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是对维护党的全面领导的深入思考ꎮ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ꎬ 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ꎮ”② 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地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ꎬ 阐明了党的领导的关键性、 决定性的重要地位ꎬ 为破

解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的难题指明了方向ꎮ 新时代ꎬ “四大危险” 威胁着党的全

面领导ꎬ 精神懈怠削弱执行动力ꎬ 能力不足影响全局领导ꎬ 脱离群众动摇执政根

基ꎬ 消极腐败破坏执政形象ꎮ 这些问题违背了党的要求ꎬ 影响了党的全面领导的

实际效果ꎬ 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ꎮ
其次ꎬ 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是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ꎮ 当今国际

局势不断发生变化ꎬ 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ꎬ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

导核心ꎬ 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环境中只有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才能长期

执政ꎮ 第一ꎬ 世界政治发展复杂化的趋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领导力以维护

政治安全ꎮ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对我国内政发表不当言论ꎬ 鼓吹民族分裂ꎬ 严

重威胁我国的政治安全ꎮ 第二ꎬ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升政

治领导力以适应经济变化ꎮ 全球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使得利益冲突、 贸易保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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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问题层出不穷ꎮ 第三ꎬ 文明交流多样化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领导力以巩

固思想阵地ꎮ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成为常态ꎬ 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

以 “文化交流” 为借口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攻讦和诋毁ꎬ 试图达到 “西化”
中国的企图ꎮ 因此ꎬ 中国共产党要持续提升执政本领和水平ꎬ 通过不断提升政治

领导力以应对各种风险考验ꎮ
最后ꎬ 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关键之举ꎮ 党的十九

大明确提出ꎬ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ꎬ 而这一问题妨碍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ꎮ 尽管新时代人

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质的改善ꎬ 但我国地域、 城乡之间仍然存在不平衡的现象ꎬ
一些行业、 领域中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充分、 质量低的问题ꎬ 这就对党的执政能

力、 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ꎬ 党要不断提升

政治领导力ꎬ 掌握有效化解矛盾的本领ꎬ 在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过程中统

揽 “四个伟大”ꎬ 总揽全局ꎬ 防范化解风险ꎬ 有效地处理社会主要矛盾ꎬ 完成民

族复兴的重要使命ꎮ

二、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

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政治领导力

建设的首要任务、 实践举措、 主体保障、 坚实基础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理论

性、 实践性、 科学性的新思想新理念ꎬ 为进一步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提供了

指导ꎮ

(一) 首要任务: 自觉地、 坚定地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ꎬ 自成立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

到党的各项建设的关键位置ꎬ 进而使党的政治领导力在百年实践中不断得到增

强ꎮ 新时代推进党的政治建设需要坚守正确方向ꎬ 坚定正确立场ꎬ 实现重要目

标ꎬ 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上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前推动政治建设应该遵循的正确方向ꎮ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ꎬ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

败ꎮ”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和人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探索国家、 社

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总结的创新成果ꎬ 做到了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

统一ꎬ 历史和现实证明它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ꎮ 因此ꎬ 党要

始终坚持这一正确方向ꎬ 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ꎬ 进一步满足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ꎬ 完成重要历史使命ꎬ 始终保持领导核心地位ꎮ 全党上下要坚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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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政治意识作为从政之基ꎬ 深刻领悟 “两个维护” 的重要内涵ꎬ 做到胸怀大

局、 心系大国ꎬ 保证在思想、 行动等各方面与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ꎬ 始终如一地

落实 “两个维护”ꎮ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ꎮ”① 保持与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是推进政治建设需要坚定的正确立场ꎮ 政治立场是解决处理问题的根本

态度ꎬ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提高政治领导力要求广大党员要永远忠于党和人

民ꎬ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ꎬ 不做 “墙头草”ꎬ 坚决与各类腐败思潮、 敌

对势力进行斗争ꎬ 捍卫党和人民的切身利益ꎬ 切实努力做到在党为党ꎬ 永远保持

政治上的清醒ꎮ 在探索政治领导力建设的过程中ꎬ 要站在人民的角度审视自身建

设ꎬ 把为民执政落实到位ꎮ 党始终以人民群众为存在根基ꎬ 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

就是党的重要追求ꎬ 只有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ꎬ 才能为增强政治领导力奠定牢

固基础ꎮ 要始终坚持赢民心、 聚民力ꎬ 以人民的视角推进党的建设ꎬ 实现党的建

设和人民利益维护协调统一ꎮ
维护党的政治权威是推进政治建设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ꎮ 党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领导核心ꎬ 维护自身权威ꎬ 保持政治稳定ꎬ 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ꎬ 是

党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ꎬ 也是党的显著优势ꎮ 新时代ꎬ 党要正确处理好若干重大

关系ꎬ 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ꎬ 积极应对各方面的挑战ꎬ 在这种背景下增强党

的政治领导力是保证 “两个维护” 得以实现的重要举措ꎬ 有助于各项体制机制

的落实ꎬ 使党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 领导核心地位更加稳固ꎬ 保持团结安定的政

治局面ꎮ

(二) 聚焦重点: 始终重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从国家发展大局考虑ꎬ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ꎬ 直接关系我国各族

人民的切身利益与发展ꎮ
一方面ꎬ 要完善与领导相关的体制机制ꎬ 用科学体系支撑领导能力的提升ꎮ

首先ꎬ 要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ꎬ 突出各级党委 (组) 的重要作用ꎮ 要

坚持中央对国家重要工作的统一领导ꎬ 做好顶层设计ꎬ 优化国家总体格局ꎬ 设立

相关议事协调机构ꎬ 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ꎬ 始终确保党把方向、 谋大局ꎮ
其次ꎬ 要把有关政治领导的相关制度落实作为重要任务ꎬ 特别要重视民主集中制

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ꎮ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把民主与集中统一起来ꎬ 既要保障广

大党员干部的民主权利ꎬ 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积极性ꎬ 又要实现团结统一ꎬ
增强党的凝聚力ꎬ 既要克服独断专行的一言堂ꎬ 又要防止过于散漫ꎬ 确保党的领

导能得以充分发挥ꎮ 最后ꎬ 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ꎮ 要不断加大反腐败力

度ꎬ 严格落实反腐败的基本方针ꎬ 进行综合治理、 协调治理ꎬ 同时要充分发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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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重要作用ꎬ 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ꎮ
另一方面ꎬ 要坚持改进领导的方式方法ꎬ 用科学方式助力领导能力的提升ꎮ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是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的内在条件ꎬ 领导方式能够与时偕行对

党的领导效果有着关键作用ꎮ 随着时代的进步、 实践的发展ꎬ “四个伟大” 成为

新时代的显著特征ꎬ 我们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过程中与时俱进ꎬ 创新方式方法ꎬ
实现党的领导水平得到更大提高ꎮ 第一ꎬ 要用开放包容的眼光向世界学习ꎬ 坚定

中国立场ꎬ 保持中国特色ꎬ 吸取有益的经验ꎬ 充分发挥党自身的政治优势ꎬ 破解

完善领导的难题ꎮ 第二ꎬ 要重视法治的重要作用ꎬ 坚决贯彻依法执政要求ꎮ 落实

依法执政ꎬ 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ꎬ 同时也是改进党的领导方法的主要内

容ꎮ 要从健全制度系统着手ꎬ 逐步形成科学、 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ꎮ 广大

党员干部要强化执行ꎬ 在工作中做到依法办事、 依法用权ꎬ 真正实现党依法执政

的程序化、 制度化和规范化ꎬ 把党的领导活动纳入法治轨道ꎮ

(三) 坚实基础: 重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ꎮ”① 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功效ꎬ 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

建设就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放在关键位置ꎬ 充分组织、 动员群众ꎬ 扩大政治

影响ꎮ
第一ꎬ 要保证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作用真正得到发挥ꎬ 使各级党委的领导地

位能够得以落实ꎮ 各级党委 (组) 肩负着领导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关键任务ꎬ 影

响着各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执政水平的提升ꎮ 在同级组织中要强化党委

(组) 的重要领导作用ꎬ 制定好相关发展政策ꎬ 并且督促有关部门严格贯彻落

实ꎬ 使落实效果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ꎮ 相关部门要优化宣传、 组织、 统战等

部门的配置ꎬ 整合各种资源ꎬ 提高工作效率ꎬ 在党委 (组) 的领导下开展各项

工作ꎮ 第二ꎬ 要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ꎬ 增强号召力ꎮ 基层干部作为为人民

服务的主体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ꎬ 永葆为民之心ꎬ 乐学人民之智ꎬ 做好为民之

事ꎬ 从小事入手ꎬ 了解人民的需求ꎬ 解决人民的问题ꎬ 真正成为老百姓的 “贴心

人”ꎬ 获得群众的信赖和认可ꎬ 增强群众对党组织的归属感ꎮ 第三ꎬ 要不断优化

党组织的服务功能ꎮ 首先ꎬ 要构建良好的党群交流机制ꎮ 要健全民意表达体系ꎬ
为群众建言献策提供广阔渠道ꎬ 有效引导群众参与基层事务治理ꎮ 其次ꎬ 要切实

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ꎬ 真正做好服务ꎮ 针对群众生产、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ꎬ 要不

断提高工作效率ꎬ 尽快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ꎬ 避免出现办事难、 面子工程等

问题ꎮ 第四ꎬ 要更新宣传手段ꎬ 科学合理地使用新技术ꎬ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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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ꎮ 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重要宣传作用ꎬ 营造透明、 开放的政治环境ꎬ 积极宣传

各地方的决策信息、 办事流程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事迹、 人物ꎬ 在使权力运行

更加透明公开的同时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感ꎮ

(四) 主体保障: 狠抓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培养提升

党的干部是党发挥政治领导力的主体力量ꎮ 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重

要作用ꎬ 下力气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人才ꎬ 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重要

的主体保障ꎮ
首先ꎬ 必须将政治纪律摆在首位ꎮ 党的政治纪律是最基本的纪律ꎬ 是所有党

员干部都要严格遵守的纪律规范ꎮ 第一ꎬ 要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ꎮ 通过学习、
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正确的政治价值观ꎬ 树立正确的理想进而保持政治定力ꎮ 广

大党员干部要有不断学习的意识ꎬ 善于利用时间ꎬ 在调研中学ꎬ 在工作中学ꎬ 巩

固自己的理论基础ꎮ 同时ꎬ 要常态化地开展相关主题教育、 宣讲等活动ꎬ 使党的

方针政策不仅入脑ꎬ 还要落实于行动ꎬ 创造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ꎬ 坚决抵制各种

消极思想ꎮ 第二ꎬ 要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涵养ꎮ 党员干部想要修炼政治定力就要

严于律己ꎬ 勤于反思ꎬ 要真正做到以人民、 集体利益为重ꎬ 对党忠诚ꎬ 不铺张浪

费ꎬ 不贪图享乐ꎬ 真正做到先公后私、 忠诚老实、 勤俭节约ꎮ 要坚决落实党的

“八项规定” 并且坚定地治党从严ꎬ 不懈怠ꎬ 管好党员干部的权力ꎬ 规范党员干

部行为ꎬ 为其道德修养的提升保驾护航ꎮ
其次ꎬ 要从提高 “政治三力” 入手ꎬ 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ꎮ 第一ꎬ

政治判断力是提高 “政治三力” 的前提保证ꎬ 领导干部要敏锐观察政治大局ꎬ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ꎬ 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ꎬ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ꎮ 正确把握形势变

化是增强政治判断力的首要前提ꎬ 根据现实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判ꎬ
保证决策科学有效ꎬ 能够达到预期效果ꎮ 准确把握本质是增强政治判断力的重要

目标ꎬ 党的干部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ꎬ 避免被一些表象所迷惑ꎬ 从而做出错误

判断ꎮ 明辨是非对错是让领导干部能够自主理性地进行思考并做出判断ꎬ 避免盲

从错误指示ꎬ 轻信不实信息ꎮ 有效抵御风险是让领导干部始终保持风险意识ꎬ 保

持政治定力ꎬ 避免出现重大错误ꎬ 对于突发情况能够科学从容应对ꎮ 第二ꎬ 政治

领悟力是提高 “政治三力” 的重要内容ꎬ 对保证政治判断力准确、 确保工作执

行有效具有重要作用ꎮ 党员干部不仅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ꎬ 增强自身领悟

力ꎬ 还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精神ꎬ 把党的精神融入日常工作ꎮ 同时ꎬ 要科学分析政

治形势ꎬ 增强看齐意识ꎬ 在重大问题上使自己的行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ꎮ 第

三ꎬ 政治执行力是提高 “政治三力” 的实践要求ꎬ 可以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具有

敏锐的判断力和准确的领悟力ꎮ 要把狠抓落实作为工作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坚

决响应党中央号召ꎮ 把工作落实情况作为考评 “四个意识” 的尺度ꎮ 党员干部

要把准确无误地落实党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作为自己的工作责任ꎬ 在思想上保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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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ꎬ 在行动上保持自觉ꎬ 干脆利落地完成组织布置的任务ꎮ

三、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具体情况ꎬ 就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提出

了具有实践价值的相关论断ꎬ 形成了内涵丰富、 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ꎬ 为新时代

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指明了方向ꎬ 充分体现出坚定的政治性、 突出的创新

性、 完备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践性的特点ꎮ

(一) 坚定的政治性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是围绕政治性展开的ꎮ 这些相关论

述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ꎬ 突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性ꎬ 保证了党的队伍的

先进性、 纯洁性ꎬ 着力增强方针、 政策上的引领性ꎬ 将凝聚民心、 厚植执政根

基ꎬ 使党的领导得到增强ꎬ 巩固长期执政地位ꎬ 带领人民应对未来的各种风险考

验作为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的重要目标ꎮ 因此ꎬ 习近平总书记把对政治性的

关注和强调贯穿到政治领导力的全过程ꎮ 第一ꎬ 通过推进党的政治建设ꎬ 确保党

的政治领导地位ꎬ 维护党的政治权威ꎮ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ꎬ 为党领导发展

提供方向引领ꎬ 保证不走斜路、 歪路ꎮ 第二ꎬ 通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ꎬ 保

证党能够凝聚起巨大力量ꎬ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效能ꎬ 使领导效果充分融入治国理

政的过程ꎬ 有效保证战略谋划、 政策执行、 抵御风险ꎬ 推动社会不断发展ꎮ 第

三ꎬ 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ꎬ 充分发挥基层党委的引领作用ꎬ 在生活中积极宣

传党的方针、 政策ꎬ 用富有感召力的政治目标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ꎬ 扩

大党的政治领导的影响力ꎮ 第四ꎬ 通过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综合能力特别是政治

能力ꎬ 进一步培养大局意识ꎬ 提高综合素质ꎬ 打造立场坚定、 素质过硬的干部队

伍ꎬ 保证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 “政治三力” 的重要作用ꎬ 贯彻落实党的各项

要求ꎬ 保质保量地完成日常工作ꎮ

(二) 显著的创新性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既归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

政治领导理论ꎬ 总结了优秀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生动实践ꎬ 具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ꎬ 同时又着眼于新时代的发展情况ꎬ 把握了新时代的现实要求ꎬ 具

有显著的创新性ꎬ 为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优势提供了指向ꎮ 为了进一步巩固

党的领导地位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党的政治建设ꎬ 指明了其在党的建设中的

首要地位和关键作用ꎮ 为了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ꎬ 他更加强调党总揽全局、 协

调各方作用的发挥ꎬ 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体系ꎬ 改进领导的方式方法ꎬ 克服各领域

的障碍ꎬ 保障党的全面领导得以实现ꎮ 为了打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ꎬ 他不仅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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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综合素质的提升ꎬ 更强调要加强党性锤炼ꎬ 增强政治能力ꎬ 真正做到保

持牢固定力ꎬ 正确处理复杂问题ꎬ 有效防范风险ꎻ 为了保证政治领导力建设效

果ꎬ 他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ꎬ 提出要打通 “最后一公里”ꎬ 密切联系群

众ꎬ 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ꎮ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优秀共产党人的政

党政治领导理论相比ꎬ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既强调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本领ꎬ
又凸显党的领导的巨大优势ꎬ 重点发挥党的领导的号召力和感召力ꎬ 实现了二者

的统一ꎬ 为党的政治领导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ꎬ 充分体现了其创新性的特点ꎮ

(三) 完备的科学性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 雄厚的历史

基础ꎬ 以及丰富的现实基础ꎬ 把党的政治领导力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谋划ꎬ 充分体

现出其内在的体系性和科学性ꎮ 这些重要论述聚焦于 “如何增强党的政治领导

力” 这一鲜明主题ꎬ 形成了 “首要任务—聚焦重点—坚实基础—主体保障” 的总

体思路ꎬ 将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提升路径构建于一个科学体系ꎮ 其中ꎬ “首要任

务” 阐释了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的根本性问题ꎬ 从政治方向、 政治立场、 政

治权威的角度提供了原则指引ꎬ 回答了 “怎么做” 的问题ꎻ “聚焦重点” “坚实

基础” 阐释了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的重点工作ꎬ 从党的领导和基层组织入手

为推进建设实践找准了着力点ꎬ 指明了主要的行动路径ꎬ 回答了 “做什么” 的

问题ꎻ “主体保障” 阐释了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ꎬ 回答了 “谁来做”
的问题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ꎬ 联系紧密ꎬ 思路清晰ꎬ 体现出他对党的

政治领导力建设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ꎬ 使这一论述具有完备的科学性ꎮ

(四) 鲜明的实践性

习近平关于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实践性ꎮ 一方面ꎬ
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党对抵御国内外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决心ꎬ 为加强党的领

导以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指导ꎮ 这些重要论述通过加强党的建设ꎬ 实现完善

党的全面领导ꎬ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ꎬ 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ꎬ 打造了高素

质的干部队伍ꎬ 巩固党的基层政权ꎬ 在把握大局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应对多方面

的挑战ꎬ 巩固了党的自身领导ꎮ 通过具有系统性的实践举措ꎬ 提升了党把握政治

方向、 筹划大局、 制定并完善政策、 推动深化改革以及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ꎮ 另

一方面ꎬ 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党对治国理政的深入思考ꎬ 强调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ꎬ 完善领导的体制机制ꎬ 改进领导的方式、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内容有

助于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ꎬ 使党和国家机构的相关职能更加契合社会发展现实ꎬ
把党的政治优势更好地发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ꎬ 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动力ꎮ

０６１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内涵与特质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Ｌｉｕ Ｔｅｎｇｊｕｎ　 Ｄｏｎｇ Ｍｕｘ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ｔ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ꎻ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ꎻ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ꎻ ｐａｙ ｃｌｏｓ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ｄｒｅｓ 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郝书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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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到文化一元多线论的建构

郭海龙∗

【摘　 要】 文化相对主义在反对法国文化侵略的过程中萌生ꎬ 并被用于反对殖民

主义ꎬ 后来又扩展到人类学、 政治学、 社会学等领域ꎮ 当前ꎬ 文化相

对主义所诱发的挑战ꎬ 主要是刻意强调民族自决的民族分离主义ꎬ 以

及排斥外来移民、 主张一个民族在文化和生物层面纯净的新种族主

义ꎮ 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对强势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抗ꎬ 却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ꎬ 陷入了弱势民族自我膨胀式的种族文化优越论等

错误之中ꎬ 因而存在重大缺陷ꎮ 而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文化一元多线

论ꎬ 既立足客观世界物质性即经济基础 (社会存在) 所决定的质的规

定性 (一元)ꎬ 又兼顾历史发展阶段、 民族特征、 国际交往等量的多

样性 (多线)ꎬ 对文化一元论的普适性 (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
与文化多元论的相对性 (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 进行了有机整

合ꎮ 文化一元多线论意味着既要尊崇科学、 理性标准ꎬ 推动科技、 思

想、 制度进步ꎬ 又要尊重少数群体的文化权益ꎬ 不同文化之间应在平

等交流达成共识中互学互鉴ꎮ
【关键词】 文化相对主义ꎻ 文化一元多线论ꎻ 普适性ꎻ 多样性ꎻ 方法论

近代以来ꎬ 由于西方的强势ꎬ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自觉地变成了法国化、 英

国化或美国化ꎬ 出现了文化侵略ꎬ 存在以优势文化否定劣势文化等错误倾向ꎮ 其

背后是优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ꎮ 在反对文化侵略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的文化

相对主义ꎬ 并未十分客观公正地看待文化差异和文化交流ꎬ 且在后来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极端化现象ꎮ 相对平等被肆意夸大ꎬ 以致为弱势民族自我膨胀式的种族文

化优越论提供了支撑ꎬ 表现为民粹主义、 国粹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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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ꎮ 文化中心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产物ꎬ 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ꎬ
而文化相对主义仍然存在一些错误和缺陷ꎬ 需要认真反思ꎬ 并树立正确的文化交

往观ꎮ 文化一元多线论既尊崇科学、 理性和人道主义基本准则 (一元)ꎬ 反对文

化相对主义过分强调文化差异ꎬ 承认全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ꎻ 在此基础上ꎬ 又尊

重民族文化差异 (多线)ꎬ 提倡不同文化、 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 形成共识过程

中交流互鉴ꎬ 反对打着自以为是、 以偏概全的 “普世价值” 旗号实行文化侵略

的文化中心主义ꎮ 因此ꎬ 文化普适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机整合ꎬ 符合唯物史观ꎬ
是比较正确的文化观ꎮ

一、 在反对文化侵略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起源于 １９ 世纪上半叶遭受法国启蒙文化霸权侵略的德意志、
意大利等地ꎮ 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铲除了法国一千

多年的封建制度ꎬ 尤其是路易十四以来的绝对君主制ꎬ 影响遍及欧洲大陆ꎮ 此

前ꎬ 在英法百年战争 (１３３７ １４５３ 年) 中获胜的法国逐渐由于绝对君主制等因

素成为欧陆霸权国家ꎬ 其政治、 经济、 文化对欧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和渗透

力ꎮ① 比如ꎬ 当时德意志各邦国ꎬ 包括强大的普鲁士王国ꎬ 其杰出国王腓特烈大

帝 (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 年在位) 都以说法语、 亲近法国名流、 建造无忧宫 (Ｓａｎｓｓｏｕｃｉ
Ｐａｌａｃｅ) 等法式建筑为荣ꎬ 对自己的母语德语反倒感觉 “很土”ꎮ 正所谓 “上有

所好ꎬ 下必甚焉” ( «礼记缁衣» )ꎮ 当时ꎬ 整个欧洲以法国文化为模板ꎬ 形成

了法国化的世界: 法国是欧洲政治、 经济、 文艺中心ꎬ 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亦步亦

趋地模仿法国的制度、 政策、 时尚ꎬ 法语是欧洲通行的外交语言ꎬ 国际条约以法

语为蓝本ꎮ 法国大革命后期ꎬ 随着拿破仑征战欧洲大陆ꎬ 法国启蒙思想以拿破仑

法典等形式与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亲密接触ꎬ 法国的影响达到了巅峰ꎮ 然而ꎬ 拿破

仑的军事侵略引起了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反感和抵抗ꎬ 人们不再把拿破仑作为革命

的英雄来欢迎ꎬ 而是当作侵略者来抵抗ꎮ 比如ꎬ 贝多芬曾经很仰慕拿破仑ꎬ 为他

创作了«英雄交响曲»ꎬ 认为他是赶走外来干涉者的革命英雄ꎮ 可拿破仑称帝后ꎬ
贝多芬十分愤怒和失望ꎮ② 最早的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由此产生ꎮ③ 其他国家的

民众也开始在文化上反击法国ꎬ 文化相对主义由此缘起ꎮ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最初

反对的是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论ꎬ 反对法语、 启蒙思想等法国特征的文化ꎮ 赫尔

德 (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Ｈｅｒｄｅｒ)、 费希特 ( 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Ｆｉｃｈｔｅ) 等人就是这个时

期德意志地区反对法国文化侵略的代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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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文艺: «评十七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欧洲霸权政策»ꎬ «史学月刊» １９８２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柯莉: «从 ‹英雄交响曲› 到 ‹战争交响曲›: 贝多芬对拿破仑态度的两次转变»ꎬ «艺术探

索»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郭海龙: «略论国家主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ꎬ «法国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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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ꎬ 反对法国文化侵略的意大利哲学家、 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詹巴蒂斯

塔维柯 (Ｇｉ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Ｖｉｃｏ)ꎬ 阐发了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ꎬ 被视为

“文化多元论” 最重要的思想源头之一ꎮ 正如以赛亚伯林 (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 所

言: “无论维柯本人怎么想ꎬ 他都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创立者之一ꎮ”① 但维柯却不

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ꎬ 他认为可以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分析ꎬ 从中找到

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ꎮ② 无独有偶ꎬ 与康德同时代、 主张文化相对主义的德国

历史哲学家约翰哈曼 (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Ｈａｍａｎｎ)ꎬ 依然崇尚不同文化体现出的普

遍性特征ꎬ 即人道主义特征ꎮ③ 总的来说ꎬ 虽然文化相对主义的产生的确与文化

多元论密切相关ꎬ 可以说文化相对主义是从文化多元论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比较极

端的文化哲学思潮ꎬ 但早期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并不局限于本民族文化ꎬ 而是着眼

于全人类ꎬ 并没有把人类历史、 文化史或文明史看成是各种文化形态或文明形态

杂乱无章的堆砌ꎬ 而是要从中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规律ꎮ
后来ꎬ 随着欧洲向全世界进行殖民扩张ꎬ 以欧洲政治、 经济、 文化为蓝本ꎬ

西方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扩展到全世界ꎮ 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为了获得独

立ꎬ 借助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有利的思想武器来反对西方ꎮ 其中ꎬ 不需要像马克思

主义进行诸如本土化、 大众化、 时代化等 “深加工”ꎬ 就可以直接运用且比较得

心应手的理论工具ꎬ 就是文化相对主义ꎮ 同时ꎬ 由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后来居

上ꎬ 文化相对主义反对的语言不再主要是法语而是英语ꎬ 反对的文化不再只是法

国文化ꎬ 而是整个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殖民主义、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功利主

义和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ꎮ
而文化相对主义所针对的普适性 (一元论)ꎬ 正是西方以强势文化为标准对

其他民族强制同化的文化中心主义政策的本质ꎮ 长期以来ꎬ 西方强势民族的文化

中心主义立足于科学革命、 启蒙运动ꎬ 提倡进步观念ꎬ 反对愚昧和倒退ꎮ 进步观

念强调人类社会总体上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进化ꎬ 倡导人类自身在历史运

动中的革新精神ꎮ 这种观念使人类摆脱了上帝的控制ꎬ 走出了自身历史或命运循

环论和退步论的深渊ꎮ④ 但是ꎬ 文化中心主义以启蒙思想倡导的科学为标准ꎬ 追

求整齐划一ꎬ 甚至迷恋科学ꎮ 比如ꎬ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法国

数学家、 哲学家笛卡儿 (Ｒｅｎé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ꎬ 从 “我思故我在 ( Ｊｅ ｐｅｎｓｅꎬ ｄｏｎｃ ｊｅ
ｓｕｉｓ) ” 的命题出发ꎬ 提出了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绝对主义学说———唯智主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ꎮ 这种学说 “否认历史、 文学、 文化和拉丁学识的全部价值”ꎬ
否认 “人文主义的内在精神和个人主义的意识”ꎬ 它企图通过 “数学理性和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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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意] 罗杰豪舍尔: « ‹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 序言»ꎬ [英] 以赛亚伯林: «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ꎬ 冯克利译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１９ 页ꎮ

参见袁鑫: «当代文化哲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ꎬ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Ｊ Ｃ ＯＦｌａｈｅｒｔｙꎬ 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Ｈａｍａｎｎ: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ｓｅｉｎ Ｌ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Ｗｅｒｋ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ꎬ １９８９
参见姚军毅: «论进步观念»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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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来理解生活和人类灵魂本身”ꎬ① 这种思潮发展到极端就是 “一切能用数学表

述的学科才是科学”ꎬ 把众多人文学科当作伪科学来贬低、 嘲讽ꎬ 对落后或感性

的文化现象进行歧视ꎮ 换言之ꎬ 如果把西方社会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当作唯一

可行的标准ꎬ 无疑会导致贬低、 否定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ꎮ 由于赤

裸裸地宣示文化侵略ꎬ 西方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论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广泛质疑ꎮ
而正是在反对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过程中ꎬ 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逐

渐形成一种流派ꎮ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 由于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多中心状态得到广

泛认可ꎬ 文化相对主义在人类学领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普及ꎮ 由此ꎬ 在反对文化

侵略、 提倡文化平等方面具有进步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文化相对主义ꎬ 扩展到

了人类学、 社会学等领域ꎬ 在美国形成文化相对主义学派ꎮ② 与此同时ꎬ 西方国

家也有理论家使用文化相对主义范式分析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ꎬ 提出了

“时机未到结构” (ｎｏｔ￣ｙ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即他们希望殖民地能够自治和民主地参与政

治ꎬ 但是时机未到)③ꎬ 并用文化相对主义来分析东西方社会主义的历史分野ꎬ
认为苏联模式比较适用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浓厚的俄国、 东欧和中欧国家ꎬ 不适

用于西欧国家ꎮ④ 无独有偶ꎬ 英国工党理论家、 费边社主席柯尔 (Ｇ Ｄ Ｈ Ｃｏｌｅ)
也认为自己主张的从个体自由出发的社会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 基础社会主

义、 超国家社会主义) 应只限于西欧ꎬ 不适用于俄国等东方国家ꎮ⑤ 苏联的领袖

集权出发点是人民群众ꎬ 而不是纳粹的领袖原则⑥ꎬ 对苏联和纳粹进行了客观区

分ꎬ 这是其文化相对主义思路的集中体现ꎮ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

(Ｏｔｔｏ Ｂａｕｅｒ) 也持类似看法ꎮ⑦ 文化相对主义也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ꎬ 随着三星

堆⑧等考古发现取得重要进展ꎬ 中国考古学界逐渐放弃了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以河

洛文化为代表性源头的 “黄河流域中心论”ꎬ 代之以中国的 “两河 (黄河￣长江)
流域” 说⑨以及 “群星灿烂” 说 (即多个中心同时发展并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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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卡洛安东尼: «历史主义»ꎬ 黄艳红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３８ 页ꎮ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Ｊ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Ｗｏｒｋ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ｌｅ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 Ｉｎｃ ꎬ １９５５ꎬ ｐｐ ３５１－３６５.
参见张颂仁、 陈光兴、 高士明主编: «从西天到中土: 印中社会思想对话»ꎬ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３０３ ３０４ 页ꎮ
Ａ Ｗ Ｗｒｉｇｈｔꎬ Ｇ Ｄ Ｈ Ｃｏｌ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９
参见郭海龙: «自由人的联合———Ｇ Ｄ Ｈ 柯尔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版ꎬ 第 ３ ４ 页ꎮ
参见 [英] Ｇ Ｄ Ｈ 柯尔: «费边社会主义»ꎬ 夏遇南、 吴澜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４ 年版ꎬ 第 １３４ 页ꎮ
参见 [奥] 奥托鲍威尔: «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ꎬ 史集译ꎬ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１９７８ 年版ꎬ 第 １１５ １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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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永琴: «中国古代的两河文明与儒道互补»ꎬ «寻根»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 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

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ꎬ «文物» 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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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 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有: 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差异

性ꎬ 反对线性的、 一元的文化进化观和历史进步观ꎬ 否认人类文化发展具有普遍

的、 共同的一般法则和规律ꎻ 强调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和独特性ꎬ 否认不同民族文

化之间存在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ꎻ 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具有不可比较性和不可通约

性 (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ꎮ 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对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历史哲

学观及白人种族优越论进行了严厉批判ꎬ 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平等地位和相互尊

重的关系ꎬ 鼓励尊重差别和平等对话ꎮ

二、 文化相对主义的缺陷

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符合时代发展逻辑: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ꎬ 把人们的精

神活动置于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ꎬ 使其独特价值附属于商业活动ꎬ 甚至把人物化

成可用金钱衡量的消费品ꎮ 这就导致了一切价值的相对化和功利化ꎬ 以往人们对

崇高理念、 绝对价值和确定性的崇尚和追求ꎬ 要么被迫放弃ꎬ 要么遭受质疑ꎬ 诱

发了文化相对主义ꎮ 这是人们呼唤 “回到康德”ꎬ 提倡新康德主义的大时代背

景: 在资本主义物化的世界中ꎬ 康德提倡的绝对价值由于超然物外而具有崇高地

位ꎮ 从历史上来看ꎬ “相对主义哲学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萌生播下了思想的种子ꎬ
反启蒙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出现及二者的结合为文化相对主义的发芽提供了思想土

壤ꎬ 而民族观念的流布则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破土打通了出口”①ꎮ
文化相对主义在反对文化侵略方面具有历史进步性ꎮ 然而ꎬ 文化相对主义否认

人类文化发展具有普遍法则或普遍规律ꎬ 否认在各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存在着普遍适

用的、 绝对的价值尺度ꎮ 例如ꎬ 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奠基人、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

(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 认为: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之处ꎬ 都有其存在

的价值和尊严ꎮ 因而ꎬ 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没有普遍的、 绝对的衡量标准ꎬ 一切评价

标准都是相对的ꎮ” 他的学生、 正式创立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美国人类学家 Ｍ Ｊ
赫斯科维茨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Ｊ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 认为ꎬ 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ꎬ 对各民族

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ꎬ 因此ꎬ 文化谈不上进步或落后ꎮ 这实际上是文化相对主义

的绝对化ꎬ 虽然突出个性ꎬ 但反对共性ꎬ 陷入了相对主义诡辩论的误区ꎮ
文化相对主义在哲学上的这些不自洽之处ꎬ 导致其发展为反对科学、 反对启

蒙思想ꎬ 反对人类共同价值标准ꎬ 反对进步ꎬ 反对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 学习

和借鉴的观念ꎬ 陷入孤芳自赏、 妄自尊大、 自我优越的境地ꎮ 比如ꎬ 如果认为压

制人的自由、 维护奴役和剥削的传统社会ꎬ 其文化模式与维护人的自由、 消灭奴

役和剥削的现代社会没有先进落后之分ꎬ 那么自古以来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整个社

会演进过程的进步性、 发展性就都被全盘否定ꎬ 甚至对未来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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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等的期待也会一片茫然ꎮ 这样ꎬ 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ꎬ 从与强势民族

的文化中心主义相反的路径ꎬ 导致了理想信念动摇和文化虚无主义ꎮ
这种思潮往前发展ꎬ 就是劣势民族文化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ꎮ 而劣势民族自

我膨胀的种族文化优越论ꎬ 是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滥用ꎬ 走向了其反抗优势民族文

化霸权的反面ꎬ 形成了盲目自大型的新文化霸权ꎬ 实际上为劣势民族的国粹主

义、 纳粹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提供了某些理论支撑ꎮ 比如ꎬ 义

和团运动盲目排外ꎬ 近代中国一些旧文人把裹脚等民族陋习称作国粹并极力主张

发扬光大ꎻ 德国纳粹则把普鲁士军国主义不良传统发挥到了极致ꎬ 形成了极权主

义ꎮ 这种极端化发展ꎬ 印证了一句箴言: “真理只要向前一步ꎬ 哪怕是一小步ꎬ
就会成为谬误ꎮ”

而当前文化相对主义所诱发的挑战ꎬ 主要是刻意强调民族自决的民族分离主

义和排斥外来移民、 主张一个民族在文化和生物层面纯净的新种族主义ꎮ 民族分

离主义已经成为加拿大、 英国、 西班牙ꎬ 土耳其、 苏丹、 伊拉克、 叙利亚ꎬ 俄罗

斯、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ꎬ 印度、 缅甸、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泰国等维护国

家统一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在这些国家ꎬ 民族分离主义者常采取极端恐怖主义手段

在公众场合制造灾难ꎬ 严重干扰了公共安全ꎮ 比如ꎬ “埃塔” 组织为了谋求巴斯

克地区从西班牙独立出去ꎬ 经常制造恐怖袭击ꎮ 正因为如此ꎬ 瑞士学者克里斯蒂

安乔帕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ｐｐｋｅ) 认为ꎬ 正是多元文化主义 “为少数群体的 ‘分离

主义’ 和 ‘聚居化’ 提供了养料”①ꎮ
新种族主义则是一些国家的民众在全球化面前为捍卫自身利益而主张本民族

生物和物理纯洁性的一种极端表现ꎮ 这种新种族主义在欧洲各国难民配额方面表

现尤其明显ꎬ 中东欧的匈牙利等国宁愿多出钱也不愿在本国安置难民ꎮ 而德国最

初张开双臂欢迎难民的政策ꎬ 也不得不在发生难民刑事案件后收紧ꎮ 而这进一步

强化了中东欧国家拒绝接受难民的态度ꎬ 强化了新种族主义的国际影响ꎮ 秉持

“白人至上” 理念的特朗普政府采取修建边境墙等措施限制移民ꎻ 印度莫迪政府

实行印度教民族主义ꎻ 犹太人在西方饱受 “隔都” (ｇｈｅｔｔｏ)之苦后建立的以色列

却通过修建隔离墙、 以 «犹太民族国家法案» 强化犹太特征ꎮ 这些都带有浓厚

的新种族主义色彩ꎬ 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ꎮ 西方学界著名的多元文化主

义研究者威尔金里卡 (Ｗｉｌｌ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 也认为ꎬ 西方一些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

民族政策虽有创造一个更加包容、 公正社会的崇高动机ꎬ 但是在实践中却产生了

鼓励种族隔离、 分离的灾难性后果ꎮ② 文化相对主义正是文化多元主义发挥到极

端的一种典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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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ｐｐｋｅꎬ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５５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２００４.

参见 [加] 威尔金里卡: «少数的权利: 民族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ꎬ 邓红风译ꎬ 上海译

文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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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 文化相对主义作为理论批判工具ꎬ 既可为深怀人类良知及具有平等主

义精神的反种族主义、 反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斗士所采纳ꎬ 又可为追求极端性、
非理性民族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ꎻ 既可以服务于摆脱异族奴役、 文化

霸权而追求民族解放、 民族独立的爱国者ꎬ 又可以蛊惑破坏现有民族国家统一性

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ꎮ 其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理论ꎬ 既可以成为多民族国家维护民

族文化多样性、 促进民族文化地位平等、 制衡 “多数暴政” 及协调族际关系的

重要理论依据ꎬ 又可以为民族分离主义、 新种族主义背书ꎬ 还会成为多民族国家

内部 “先进族群” 帮助 “欠发达地区族群” 发展的 “伦理障碍”ꎮ① 因此ꎬ 文化

相对主义远远非尽善尽美的文化观ꎮ

三、 文化一元多线论是文化普适性与相对性的有机整合

如前所述ꎬ 西方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崇尚理性ꎬ 排斥感性和历史ꎬ 提倡

世界主义ꎬ 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ꎮ 其实质是一元论ꎬ 背后的哲学

基础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ꎬ 机械地强调统一性、 共性ꎬ 抹杀了个体差异ꎬ 压抑和

窒息了个性ꎮ 与此相反ꎬ 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支持文化多元论ꎬ 提倡国

际、 族际平等ꎬ 但它反对科学、 理性的整齐划一ꎬ 反对文化进化论ꎬ 反对进步思

想ꎬ 陷入了故步自封、 孤芳自赏、 盲目排外的文化优越论之中ꎬ 背后的哲学基础

是二元论 (物质与意识同等重要)ꎬ 陷入了夸大个性、 反对共性的 “白马非马”
式诡辩论ꎮ 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都没能正确对待文化交往ꎮ 应吸收各自

的合理部分ꎬ 摒弃其消极部分ꎬ 通过扬弃融合创新生成新的文化交往观ꎮ
这种新的文化交往观ꎬ 既要在不同文化之间达成某些共识ꎬ 如 “和平、 发

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②ꎬ 又要在共识的基础上尊重

差异ꎬ 提倡文明交流互鉴ꎬ 反对文化侵略和扩张ꎮ 这就是文化一元多线论: 一

元ꎬ 即物质世界社会存在即经济基础内在质的规定性ꎻ 多线ꎬ 即民族、 宗教、 历

史发展阶段、 国际交往、 人物性格等差异所导致的量的多样性ꎮ 文化一元多线论

建构在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发展、 人类社会不断变革的基础上ꎬ 主张文化会发

生进步ꎬ 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共性的物质基础ꎬ 反对单纯以强势民族的文化或价值

为标准去否定、 贬斥另一种文化ꎬ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学习、 借鉴应遵循平等

和自愿原则ꎬ 反对强制怀的文化同化ꎬ③ 更反对文化侵略ꎬ 在文化共性基础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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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须爱: «文化相对主义与当代世界的两种民族问题: 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再认识»ꎬ «世界民

族»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王毅: «迎难而上 为国担当 奋力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ꎬ «求是»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杨须爱: «文化相对主义与当代世界的两种民族问题: 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再认识»ꎬ «世界民

族»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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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个性ꎬ 是平等基础上的差异ꎬ 符合分配正义原则ꎮ①

文化一元多线论ꎬ 首先立足于世界的物质性 (一元)ꎮ 文化是一种反映客观

世界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ꎬ 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存在ꎮ 人类历史上ꎬ 唯心主义曾

不乏市场ꎬ 但往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ꎮ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 在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一书中ꎬ 重点

批驳了各种唯心史观ꎬ 是论述一元论 (唯物史观) 的典范ꎮ 不过ꎬ 坚持一元论

并不意味着要机械地一切都以科学、 理性为唯一准绳ꎬ 把历史、 文化等无法用科

学和理性解释的感性和历史习惯进行简单否定ꎮ 正确的一元论历史观、 文化观应

以物质世界社会存在即经济基础为质的规定性 (一元) 前提ꎬ 在这个前提下ꎬ
充分考虑各种非理性因素所允许的度ꎬ 即量的多样性 (多线)ꎮ 只有这样ꎬ 用度

去把握质 (一元) 和量 (多线) 之间的辩证关系ꎬ 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ꎬ 实现原则性 (一元) 与灵活性 (多线) 的高度统一ꎮ 量的多样性在文化

方面的重要表现之一ꎬ 就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ꎬ 但是其独立性以社会存在

所允许的范围为界限ꎬ 随着时代变迁即社会存在的发展而逐渐演进ꎮ 比如奴隶制

时期普遍流行人殉制度ꎬ 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ꎬ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ꎬ 到

了中世纪晚期ꎬ 例如明朝初期ꎬ 朱元璋恢复人殉制度ꎬ 就是开历史的倒车ꎮ
就文化模式的发展来看ꎬ 一定社会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当强的保守

性、 滞后性ꎬ 新的文化因素一般很难从旧的文化土壤中产生ꎮ 因此ꎬ 文化的变

迁、 新文化因素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实践活动ꎬ 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发展ꎮ 例

如ꎬ 新教伦理不会产生于中世纪ꎬ 而是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后才开始萌生ꎬ
并最终发展为资本主义精神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②ꎻ 奴隶贸易经历了从一开始的

大张旗鼓到后来被视为非法的演变ꎬ 时至今日ꎬ 即便是最落后的国家也实行了禁

奴政策ꎮ 这反映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共识ꎮ 又如ꎬ ２０ 世纪以前ꎬ 虐俘、 杀俘

现象非常普遍ꎬ 但自 １９４９ 年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生效后ꎬ 虐待战俘

就成为不文明行为ꎮ 类似地ꎬ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发展水平的提高ꎬ 禁止核武器扩

散、 禁止地雷、 防止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国际公约逐渐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共识ꎬ 是

社会存在变化带动社会意识在具体领域进行相应变革的典型事例ꎮ
文化作为社会意识ꎬ 虽然由物质世界的发展程度限定了范围ꎬ 但是在这范围

内其变化是多线条的ꎮ 这些多线条既与民族特性、 习惯、 领袖人物的性格有关ꎬ
也与时代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国际交往程度有关ꎮ 比如ꎬ 英国光荣革命后ꎬ 虽

然确立了 “王在法下” 的原则ꎬ 但是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及其女儿安妮女王的

权力仍然非常大ꎮ 后来由于偶然因素形成的虚君元首制ꎬ 因适应时代取得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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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ꎬ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ꎬ 阎克文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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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ꎮ １７１４ 年安妮女王去世后无嗣ꎬ 不得已按照王位继承法从德意志汉诺威邦请

来了远亲担任国王ꎬ 即乔治一世 (１７１４ １７２７ 年在位)ꎮ 乔治一世从小在德意

志长大ꎬ 性格内向ꎬ 不会也不想学英语ꎬ 只会德语、 法语和拉丁语ꎮ 而英国的大

臣则基本不会德语、 法语ꎮ 于是ꎬ 罗伯特沃波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ｌｐｏｌｅ) “用蹩脚的

拉丁语和可口的混合甜酒控制了乔治一世”ꎬ 逐渐形成了 “国王统而不治ꎬ 首相

掌握实权” 的局面ꎬ 沃波尔事实上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ꎮ 后来ꎬ 出生在英

国、 会英语的新国王乔治三世 １７６０ 年继位后ꎬ 企图夺回原本属于国王的权力ꎬ
但为时已晚ꎬ 因为经过乔治一世、 乔治二世 (１７２７ １７６０ 年在位) 两代国王的近

半个世纪 (１７１４ １７６０ 年) 的统而不治ꎬ 虚君元首制得以巩固ꎬ 这客观上适应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ꎬ 因而成为惯例ꎮ 相比之下ꎬ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 年在位)ꎬ 也来自德国却主动学习俄语ꎬ 赢得朝野爱戴ꎬ 其精明能干

大大加强了沙皇专制制度ꎬ 但也迟滞了沙皇制度的变革ꎮ 时至今日ꎬ 英国王室仍然

活跃在世界舞台上ꎮ 可以说ꎬ 是英国汉诺威王室 (一战时改名温莎王室) 乔治时

代的偶然性直接促成了英国君主立宪制长期成功ꎮ 然而ꎬ 这种偶然性 (多线) 带

来的成功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 (一元) 使然ꎬ 具有必然性ꎻ
反之ꎬ 任何脱离了社会存在 (一元) 所允许的范围而进行的个性化变革 (多线)
都不可能长久ꎮ 文化领域的变革虽然不可能如同政治、 社会领域的变革那样清晰可

见ꎬ 但其基本脉络大致类似ꎬ 且与政治、 社会领域密不可分ꎮ 因此ꎬ 文化一元多

线论是比较合理的文化交往观ꎮ

四、 文化一元多线论的方法论和文明观

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所涉及的文化交往观ꎬ 不仅是理论层面的哲学

问题ꎬ 更是涉及民族情感等现实层面的政治问题ꎬ 因此不仅需要在世界观上予以

批判ꎬ 形成符合客观情况的文化一元多线论ꎬ 还要借鉴政治发展的智慧处理好文

化问题ꎬ 从而树立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和科学的文明观ꎮ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ꎬ 多数人的民主无疑是民主最基础的诉求ꎮ 这早在原始社

会部落酋长的选举中就已经出现ꎮ 随着时代的发展ꎬ 在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中曾出

现苏格拉底等正直人士被陶片放逐 (ｏｓｔｒａｃｉｚｅ) 或判处死刑的情况ꎮ 这个问题使

得政治学领域开始关注反对多数人暴政的问题ꎬ 而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也因此被认

为是暴民政治而遭批判ꎮ 对此ꎬ 后世政治学家提出应当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益以

防止暴民政治ꎮ 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各国纷纷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在以宪法

为根本的法律体系保护所有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ꎬ 实行多数人的民主)ꎬ 民主才

得以正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ꎮ 但随着近代西方国家政治实践的发展ꎬ 社会出现了职

员、 自由职业人、 经理阶层等中间阶层ꎬ 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宪政民主的基础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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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的同质性) 遭到破坏ꎬ 宪政民主遭遇危机ꎮ① 这促使利普哈特 (Ａｒｅｎｄ
Ｌｉｊｐｈａｒｔ) 等政治学家开始积极研究探讨异质群体之间协商一致达成共识的可能

性ꎬ 从而提出了共识民主的范式ꎮ② 这一理论在欧洲大陆多党制的氛围中开花结

果ꎮ 比如ꎬ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长期与人民党合作执政ꎬ 荷兰鉴于自身社会 “支柱

化” (Ｐｉｌ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事实形成了主流政党合作组阁的惯例ꎬ 瑞士更是四大政党

按比例分配联邦委员会席位ꎬ 实现了长期联合执政③ꎬ 而德国在战后出现的四次

大联合政府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ꎮ 这些共识民主在理论上为协商民

主的出现提供了土壤ꎮ 西方的协商民主ꎬ 注重市镇自治层面内部的基层协商ꎬ 这

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柯尔的观点 “民主的实质是自治ꎬ 只能存在于小范围内

(车间、 行会、 社区) 熟人之间”④ 如出一辙ꎮ
与政治领域类似ꎬ 文化一元多线论既尊重科学、 理性所确立的客观标准ꎬ 推

动科技、 思想、 制度等方面的进步ꎬ 又充分尊重少数群体的文化权益ꎮ 在文化交

流方面ꎬ 不应实行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强制同化那样赤裸裸的文化侵略ꎬ 也不应

闭关自守、 盲目自大排外ꎬ 以致孤芳自赏、 故步自封ꎮ 换言之ꎬ 先进文化应该帮

助而不是干涉、 侵略落后文化ꎬ 正如 «道德经» 所言: “为而不持ꎮ” “善利万物

而不争ꎮ” 在具体操作层面ꎬ 需要首先达成广泛共识ꎬ 即在被接收方认可和愿意

接受后再进行交流互鉴ꎬ 按需进行帮扶ꎬ 才是符合道义的做法ꎮ
在国际层面ꎬ 应以联合国大会、 安理会、 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或机构共同

认可的规则为基础ꎬ 对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区域实施人道主义救援ꎬ 反对个别强

势国家绕过国际社会 (如联合国安理会) 打着 “人道主义” 旗号、 叫嚣 “人权

高于主权” 对主权国家强行干涉或侵略ꎮ 例如ꎬ 在 １９９１ 年的海湾战争中ꎬ 联合

国安理会授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制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ꎬ 这是合法行为ꎬ 得

到了全世界广泛支持ꎻ 而在 ２００３ 年的伊拉克战争中ꎬ 伊拉克并未违反国际法ꎬ
英美却执意绕开联合国ꎬ 肆意侵略主权国家伊拉克ꎬ 导致伊拉克政权更迭、 人民

流离失所ꎬ 这是非法的侵略行径ꎬ 遭到中国、 俄罗斯及英美的北约盟友法国、 德

国等大国的反对ꎮ 国际层面的文化交流也应如此ꎬ 当启蒙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的

时候ꎬ 人们觉得它是进步的ꎬ 普遍予以接受ꎬ 这是正常的文化交流ꎻ 当拿破仑穷

兵黩武ꎬ 借助武力输出法国革命的时候ꎬ 就是军事、 政治和文化侵略ꎬ 自然遭到

人们的激烈抵抗ꎮ 同样ꎬ 当西方思想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的时候ꎬ
人们主动学习日语、 求学东洋以了解先进文化ꎬ 这是正常的积极现象ꎻ 而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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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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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１３５￣１４３.

参见陈炳辉: «多数民主与共识民主: 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论»ꎬ «江淮论坛»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林勋健: «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４２６、 ４５０ 页ꎮ
[英] Ｇ Ｄ Ｈ 柯尔: «费边社会主义»ꎬ 夏遇南、 吴澜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４ 年版ꎬ 第 １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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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在侵占的朝鲜半岛、 中国东北和东南亚等地拿着刺刀强迫人们学日语、
实行皇民化教育的时候ꎬ 这是非法的ꎬ 遭到了顽强抵抗ꎮ

在国内层面ꎬ 为了维护经济、 政治、 文化方面的统一ꎬ 一些多民族国家会实行

国语等文化统一政策ꎮ 比如ꎬ 古代世界上ꎬ 秦国统一六国后ꎬ 实行了书同文、 车同

轨、 统一度量衡的政策ꎻ 近代世界史上ꎬ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独立后ꎬ 都把马来

语作为全国通用语ꎬ 甚至华人居多的新加坡于 １９６５ 年脱离大马来西亚联邦之前ꎬ
在李光耀领导下开展过马来语国语化运动ꎻ 印度独立后ꎬ 把印地语和英语作为通用

语ꎮ① 这样做是为了便于不同地域、 不同族群高效交流ꎬ 形成国内统一市场ꎮ 但

是ꎬ 这种统一政策与尊重少数族群的文化自治之间应把握好 “度”ꎮ 例如ꎬ 新加坡

实行 “英语＋母语” 教学政策和组屋政策ꎬ 并让各个族群相互杂居ꎬ 培养各个族群

的理解和包容之心ꎬ 从而相互熟悉并尊重彼此的习惯ꎬ 实现了族群和谐ꎮ② 中国在

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ꎬ 推行汉语和本民族语言双语教学ꎬ 既能保证

全国范围内的交流ꎬ 为民族地区加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提供商机和就业机会提供了

便利ꎬ 又尊重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传统和风俗习惯ꎬ 促进了民族团结ꎮ
由此看来ꎬ 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统一之间必须把握好 “度”ꎮ 这取决于双方

的态度、 实际发展态势ꎮ 对于文化方面的少数群体而言ꎬ 可实行有限度的文化自

治ꎬ 不宜进行无限度的自决和分离ꎻ 在精英阶层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积极对外交

流、 学习ꎬ 是明智之举ꎮ 比如ꎬ 当前ꎬ 美洲的印第安人要不要学习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 不学习的话ꎬ 他们可能无法融入欧洲殖民者后裔土生白人

主导的国家ꎬ 甚至濒临消亡ꎻ 为了求生存、 求发展ꎬ 美洲的印第安人主动学习原

宗主国的语言未必就一定是西方文化的侵略ꎮ 但在此前ꎬ 欧洲殖民者为了一己私

利侵夺印第安人土地并肆意破坏印加文化、 阿兹特克文化等印第安文化ꎬ 则是赤

裸裸的文化侵略ꎮ 宗教等文化现象也是如此ꎬ 宗教信仰自由ꎬ 但是不应强迫改

宗ꎮ 历史上ꎬ 亚美尼亚人、 罗马人、 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ꎻ 突厥人、 波斯人、 回

鹘人、 西征的蒙古人主动皈依伊斯兰教ꎬ 斯拉夫人皈依东正教ꎬ 西征的匈人皈依

天主教ꎮ 南下的鲜卑人、 契丹人、 女真人￣满洲人、 蒙古人主动学习中原文化ꎬ
皈依佛教或者服膺儒家文化ꎮ 积极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 朝鲜、 越南ꎬ 都曾以

“小中华” 自居ꎮ 这些都是主动进行宗教或者文化皈依的先例ꎬ 值得肯定ꎮ
在文化领域ꎬ 应欢迎主动学习ꎬ 反对强制兜售ꎮ 在这方面ꎬ 一些先贤的理解

非常值得借鉴ꎮ 中国古人主张用先进文化引领文明发展ꎬ “夷狄入中国ꎬ 则中国

之ꎻ 中国入夷狄ꎬ 则夷狄之” ( «春秋» )ꎬ 勤修德政ꎬ 自可怀敌附远ꎬ 以德行促

进文明传播ꎬ 此所谓 “远人不服ꎬ 则修文德以来之ꎬ 既来之ꎬ 则安之” ( «论
语季氏» )ꎬ 这些主张以及鲁迅先生主张的 “拿来主义” 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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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宪、 毕媛媛: «印度的语言政策与族群关系»ꎬ «思想战线»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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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之道: 传承优秀文明、 吸收先进文明ꎬ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ꎬ 博采众长、
为我所用ꎮ 具体而言ꎬ 文化一元多线论视角下的文明观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ꎮ

一方面ꎬ 一元不应机械化ꎬ 要在保持国际共识和尊重少数群体正当权益之间

保持弹性ꎮ 在国际共识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共同价值准则ꎬ 应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基础ꎮ 同时ꎬ 积极关注人道主义危机和灾难ꎬ 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ꎻ
尊重主权ꎬ 反对打着 “人权高于主权” 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ꎬ 强行颠覆他国政

权ꎮ① 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等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的前提下ꎬ 方可开展军

事行动进行合法的人道主义干涉ꎬ 擅自对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手段进行武力或文化

侵略是违背道义的侵略行径ꎮ
另一方面ꎬ 提倡文明多样化ꎬ 提倡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鉴ꎮ 应尊重各个

文明历史发展阶段、 各自发展道路的差异ꎬ 根据其需要ꎬ 不附加条件地帮助少数

群体自行实现社会变革和进步ꎮ 同时ꎬ 明确反对强制输出制度模式和价值观ꎬ 反

对把经济援助与援助对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或经济改革挂钩ꎬ 反

对把某些区域狭隘的价值观包装成 “普世价值” 强制进行推销ꎮ 西方国家在推

广 “普世价值” 的过程中ꎬ 以西方为标准ꎬ 即凡民主必须与多党制、 三权分立、
普选等挂钩ꎬ 这实际上是将实现民主的方式等同于民主本身ꎬ 将西方模式的民主

等同于全人类的民主ꎮ 这种以偏概全、 混淆视听的做法ꎬ 导致了恶劣后果ꎬ 是一

种话语绑架和道德绑架ꎬ 本质是文化和政治侵略ꎮ 这些构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强势文化对他国进行渗透的手段ꎮ 美国在价值观外交方面采用了多重标准: 对

社会主义国家ꎬ 采取高压渗透ꎬ 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这些国家ꎬ 以混淆是非ꎬ 推

动 “和平演变” “颜色革命”ꎻ 对沙特、 革命前的伊朗等盟国专制、 忽视人权的

行为ꎬ 则采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做法ꎬ 故意忽视和默许ꎻ 对拉美、 非洲等地

区发展中国家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 “华盛顿共识”ꎬ 造成这些国家两极分化、 社

会动荡ꎬ 发展受挫ꎬ 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ꎬ 不得不依附西方势力ꎬ 从而强化了

西方的全球主导地位ꎮ “美国等西方大国常将双重标准作为推广所谓 ‘普世价

值’ 的手段ꎬ 用 ‘普世价值’ 来打压战略竞争对手ꎬ 维护本国私利ꎬ 这就更容

易让人对普世价值敬而远之ꎮ”②

文化交往观是一个开放的话题ꎬ 无论是优势民族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主义ꎬ 还

是劣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的一种)ꎬ 都存在自我膨胀、 忽视其他

民族文化权益等错误倾向ꎮ 透过现象看本质ꎬ 二者在哲学层面上没有处理好统一性

与多样性、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ꎮ 尊重科学、 求同存异的文化一元多线论ꎬ 是避免上

述种种错误倾向、 从理论上解决问题的重要探索ꎬ 必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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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民族文化建构的深层意蕴∗

———基于叶芝与阿诺德对凯尔特文学的不同认知

周　 琦∗∗

【摘　 要】 阿诺德与叶芝在文学领域发扬凯尔特文学的呼声前后相继ꎬ 反映了他

们相异的认知ꎮ 阿诺德在文学领域将爱尔兰民族文化纳入盎格鲁￣撒克

逊人的传统ꎬ 消解爱尔兰的民族性ꎮ 叶芝通过文学作品让美好的爱尔

兰与瑰奇的凯尔特神话进入人们的视野ꎬ 拒绝将凯尔特文化与英国文

化合流ꎬ 破除人们对凯尔特文化是野蛮、 感性与放纵的偏见ꎬ 使式微

的爱尔兰文学与凯尔特文化传统相连接ꎬ 赋予凯尔特文化与古希腊文

明相比肩的地位ꎬ 并借欧陆颓废主义思潮的时代波澜ꎬ 将凯尔特文化

重新融入欧洲文学与文化的主流ꎬ 在欧洲掀起了凯尔特复兴的热潮ꎮ
叶芝对凯尔特文学的推广有力地促进了爱尔兰文艺复兴ꎬ 使爱国主义

与民族主义凝聚成一股强有力的文化话语ꎬ 与爱尔兰本土的民族解放

运动交相呼应、 并蒂生辉ꎮ
【关键词】 叶芝ꎻ 阿诺德ꎻ 凯尔特文学ꎻ 复兴

１８５９ 年ꎬ 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 结识了法国学者厄内斯

特勒南 (Ｅｒｎｅｓｔ Ｒｅｎａｎ)ꎬ 后者撰写的 «凯尔特人的诗歌» (Ｓｕｒ ｌａ ｐｏｅｓｉｅ ｄｅｓ
ｒａｃｅｓ ｃｅｌｔｉｑｕｅ) 一文使阿诺德对凯尔特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ꎮ １８６６ 年前后ꎬ 马

修阿诺德在牛津大学举办了四场关于凯尔特文学的讲座ꎬ 并于 １８６７ 年将讲座

内容结集为 «凯尔特文学研究»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ｅｌ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一书出版ꎬ 对

凯尔特文学及其与英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ꎮ 虽然阿诺德的研究承袭了

勒南的诸多观点ꎬ 但立意完全不同ꎮ 阿诺德希望通过对凯尔特文学的研究来建构

一种凯尔特性ꎬ 并追溯英国文学中具有相关特性的部分ꎬ 以此为英帝国实现与爱

尔兰等历史上的凯尔特区的统一奠定文化基础ꎮ ２０ 年后ꎬ 爱尔兰诗人叶芝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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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伦敦文坛ꎬ 他对凯尔特文学及文化的诸多观点与阿诺德的相关观点形成了有趣

的互文现象ꎮ 叶芝在 １８９８ 年创作的 «文学中的凯尔特要素» (Ｔｈｅ Ｃｅｌ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一文中ꎬ 试图在勒南研究的基础上对阿诺德的观点进行迂回式的反

驳ꎬ 并阐述自己对凯尔特文学特质的理解ꎮ 但叶芝对于凯尔特文学及文化的其余

论述散落在他的诗歌、 散文、 神话集等作品中ꎬ 构成了若干不同的面相ꎮ 因而ꎬ
有必要通过整理、 提炼散落于叶芝作品中不同面相的线索ꎬ 论析叶芝在对阿诺德

观点反驳的基础上所倡导的凯尔特复兴ꎬ 以探究 １９ 世纪爱尔兰民族文化建构的

时代主题ꎮ 这对于当今人们进一步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意蕴ꎬ 揭示民族文学发

展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规律ꎬ 增强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自信ꎬ 无疑具有重要

的现实启示ꎮ

一

凯尔特是一个复杂的族群概念ꎬ 它包括欧洲的多个种族ꎬ 其外延也在历史的

变迁中不断地得到扩展ꎮ 对凯尔特人的最早记述可见于公元前 １ 世纪中期的希腊

史学家的著述ꎬ 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 ( Ｈｅｃａｔａｅｕｓ ｏｆ Ｍｉｌｅｔｕｓ) 以及希罗多德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曾提及 “Ｋｅｌｔｏｉ”ꎬ “这应是 ‘Ｃｅｌｔ’ 一词的早期形式”①ꎮ 公元前 １
世纪末ꎬ 地中海附近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北方的蛮族邻居、 高卢地区的居民

称为凯尔特人ꎮ 但凯尔特一词在族群、 文化、 语言、 物质文明、 历史时期等方面

的界限仍然是学界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ꎮ② 历史上凯尔特人曾由欧陆迁移至大不

列颠岛的苏格兰、 威尔士、 康沃尔 (Ｃｏｒｎｗａｌｌ) 等地ꎬ 地理范围大幅扩展ꎮ 公元

前 １００ 年前后ꎬ 欧陆和大不列颠岛的凯尔特人经由海峡进入爱尔兰ꎬ 在接下来的

几个世纪里ꎬ 由于地理因素等原因ꎬ 爱尔兰并没有遭受到当时正处于强盛时期的

罗马帝国的入侵ꎬ 凯尔特文化在爱尔兰得到了较好的保存、 延续和发展ꎬ 直到公

元 ４３２ 年圣帕特里克 (Ｓｔ Ｐａｔｒｉｃｋ) 将罗马天主教传入爱尔兰ꎬ 凯尔特文化才逐

渐式微ꎮ③ 古典世界的凯尔特人曾与罗马人发生冲突与战争ꎬ 留下了精力充沛、
骁勇善战、 野蛮狂暴的民族印象ꎬ 而凯尔特人的多神教也构成了与罗马一神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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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４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将欧洲铁器时代 (约公元前 １２ 世纪到公元前 １ 世纪) 的欧陆居民称为凯尔特

人是一个错误和虚假的概念ꎬ 认为当时并没有 “凯尔特” 这一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存在ꎮ 有学者认为ꎬ
“凯尔特” 不过是一个代表 “异国” “边缘” “野蛮” “他者” 的松散概念ꎬ 不指代任何具体的族群ꎬ 也不

足以构成民族概念ꎬ 但也有许多学者认可这一系统的命名法ꎮ 一些认为凯尔特民族的确切存在的学者依据

的是一种由欧洲北部古代居民延续下来的传统ꎬ 这种传统在现代的爱尔兰、 苏格兰、 威尔士等地的居民身

上依然可见ꎮ 与此相关的争论在学界十分广泛ꎬ 总而言之ꎬ “凯尔特” 至今依然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变

迁的概念ꎮ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Ｊ Ｇｒｅｅｎꎬ“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ｌｔｓ?” ｉｎ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Ｊ Ｇｒｅｅｎꎬ ｅｄ.ꎬ Ｔｈｅ Ｃｅｌ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３￣４

参见欧光安: «主题民族身份———叶芝诗歌研究»ꎬ 南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７
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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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异教世界ꎮ
历史上ꎬ 凯尔特是异族人、 野蛮人文化的象征ꎬ 它充斥着放纵的激情、 超自

然的狂想以及对神秘主义和巫术的崇拜ꎬ 这在启蒙运动后的欧洲显然是 “文明”
的反义词ꎮ 马修阿诺德在 «凯尔特文学研究» 中不无贬义地评论道ꎬ 凯尔特

气质是 “无规训的、 混乱的和狂暴的”ꎬ 它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气质正好相

反ꎬ 而后者是 “有纪律的、 稳固地遵守一定的限度但自身中又蕴含不可分割的自

由和自力更生”ꎮ① 凯尔特人是感性的、 欢乐的ꎬ 他们所充盈的激情和感伤具有

强烈的力度ꎬ 却又短暂而放纵ꎮ 这使得情感敏锐的凯尔特人未能建立一个良好而

令人满意的物质文明: “即使在他们理想的英雄时代ꎬ 他们的欢愉和感性的本质

也未能使他们超越他们所鄙视的粗野而迟滞的撒克逊人ꎮ”②

阿诺德认为ꎬ 凯尔特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无法与撒克逊人相比ꎬ 在精神文明

方面也是失败者ꎬ 远逊于同为古老民族的古希腊人ꎮ 阿诺德虽然承认英国文学中

存在着诸如神秘、 狂喜、 忧郁、 对自然的激情等源于凯尔特文化的要素ꎬ 但只将

它们看作英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用以补充撒克逊人民族特质中不足的部分ꎮ
凯尔特人拥有的这些感性特质本身实际上是一种缺陷ꎬ 这种缺陷使他们沉溺于神

秘主义式的狂想ꎬ 追求超自然世界ꎬ 缺乏务实精神ꎬ 因此不足以成为良好健康的

文明的源泉ꎮ 阿诺德认为ꎬ 凯尔特人只有情感ꎬ 关注不可表达之物ꎬ 没有理性、
耐心和尺度 (ｍｅａｓｕｒｅ)ꎬ 因而无法创作伟大作品ꎬ 他评论道:

甚至在精神创造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的世界ꎬ 尽管他 (凯尔特人) 拥有

迅捷感知和温柔情感这些极好的天赋ꎬ 他却从未获得完美的成功ꎬ 因为他从

来没拥有过足够的稳健、 耐心和清醒希腊人拥有与凯尔特人一样的感知

和情感气质ꎬ 但他给这气质加上了尺度ꎬ 因此他在造型艺术领域获得了令人

赞叹的成功ꎬ 而在这个领域凯尔特人一无所成ꎮ③

在这段话之后ꎬ 阿诺德并没有停止对凯尔特人的批驳ꎮ 他指出ꎬ 由于理性、
清醒和尺度意识的缺乏ꎬ 凯尔特人在绘画、 雕塑等造型艺术方面并不成功ꎬ 在诗

歌创造方面也无甚建树: “他的这些过错妨碍了他ꎬ 使他无法创造出那些具有诗

歌天赋的民族———例如希腊或意大利———所创作出的伟大诗作ꎮ”④ 至此ꎬ 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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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对凯尔特人进行了全面批判ꎬ 将凯尔特人的感性放纵与古希腊人的审慎节制进

行了对比ꎬ 暗示了凯尔特文化的野蛮本质ꎮ 虽然阿诺德多次指出凯尔特的情感性

的缺陷只是相对的ꎬ 它可以对工业文明发达的英国所盛行的非利士主义与撒克逊

人的黏液质性格进行调和①ꎬ 但这种论调依然暗含贬义ꎬ 使凯尔特文化居于附属

性的地位ꎮ 阿诺德对凯尔特文化的描述展现出殖民帝国对难以驯服的 “化外之

民” 的焦虑ꎬ 他试图以更加柔和的手段ꎬ 在文学领域将爱尔兰民族文化纳入盎格

鲁￣撒克逊人的传统中ꎬ 消解爱尔兰的民族性ꎬ 使大英帝国的统治实现从文化领

域向政治领域的统一ꎮ

二

在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际ꎬ 爱尔兰诗人叶芝力图恢复爱尔兰历史

上的凯尔特传统ꎬ 建构爱尔兰的民族性ꎮ 叶芝本人并不是爱尔兰土著居民的后

裔②ꎬ 但在爱尔兰的斯莱戈 (Ｓｌｉｇｏ) 郡度过了童年ꎬ 自小便受到爱尔兰文化的熏

染ꎮ １８７５ 年ꎬ 叶芝与父亲前往伦敦ꎬ 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反复往返于伦敦和斯

莱戈ꎬ 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生活经历使叶芝深刻地感受到了两国之间的冲突和隔

阂ꎮ 他在 «童年与青春的遐想» (Ｒｅｖｅｒ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一书中记录

了对两地的不同印象ꎬ 斯莱戈的自然风景、 风土人情使叶芝深深眷恋ꎬ 而伦敦给

他留下的大多是厌恶和不满ꎮ 他回忆道: “在十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我在伦敦ꎬ 我

常含泪思念斯莱戈ꎮ”③ 当时的伦敦正在经历速度惊人的人口膨胀ꎬ 居住环境愈

发恶化ꎬ 中产阶级从城区迁往郊区并铺设喧闹的火车轨道ꎬ 留在城市中心的是生

活悲惨的穷人ꎬ 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关于城市堕落的末日预言ꎮ④ 与斯莱戈优美的

风景和宁静惬意的生活相比ꎬ 叶芝在伦敦目睹的更多是现代城市令人厌恶的一

面ꎬ 自然不可能对阿诺德所赞扬的辉煌的工业文明和中产阶级的功绩产生好感ꎮ
不仅如此ꎬ 叶芝在校园里还遭受到了英国男孩的欺辱ꎬ 仅仅因为他是爱尔兰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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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 (Ｐｈｉｌｉｓｔｉｎｅｓ) 是阿诺德在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ｒｃｈｙ) 一书中提出的对英

国中产阶级的称呼ꎮ 非利士主义是指英国中产阶级的阶级特性ꎬ 阿诺德在 «凯尔特文学研究» 中对非利士主

义持蔑视态度: “从美与趣味的角度看ꎬ 是粗俗ꎻ 从道德与情感的角度看ꎬ 是粗野ꎻ 从心灵欲精神的角度看ꎬ
是不智ꎮ 这就是非利士主义ꎮ” 黏液质 (ｐｈｌｅｇｍ) 是阿诺德对撒克逊人脚踏实地、 平稳前行的性格的定义ꎬ
它使科学得到发展ꎮ 阿诺德认可撒克逊人在科学和现代工业文明建造方面的成就ꎬ 认为它确实提高了人们的

生活质量ꎬ 但它过于沉滞ꎬ 需要凯尔特性中的激情和张狂来进行调和ꎮ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ꎬ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ｅｌ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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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的父母双方的祖先分别是无可置疑的盎格鲁￣爱尔兰人和英国人ꎬ 并非爱尔兰土著ꎮ 严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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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看不起英国人ꎬ 觉得他们不聪明也不文雅ꎬ 只有艺术家是例外ꎮ① 长期

客居异国他乡的经历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使叶芝更为怀念爱尔兰故土ꎬ 并且

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ꎮ
在斯莱戈ꎬ 叶芝的舅公威廉米德尔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一家人买下了

一片土地并建造了庄园ꎮ 他们出租小屋子给当地的下层人居住ꎬ 并与这些人交往

密切ꎬ 常常出入他们的小屋ꎮ 叶芝因此听到了许多乡村故事与仙子神话并对此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ꎬ 他也发现ꎬ 在斯莱戈当地ꎬ 所有知名的家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奇

异、 悲伤或浪漫的传说ꎬ 这使叶芝产生了一种冲动ꎬ 他想把在斯莱戈的成长经历

和见闻都记录下来ꎮ 他常常对自己说: “如果我就这样离开并死去ꎬ 却没人能听

到我的故事ꎬ 那真的是太糟糕了ꎮ”② 因此ꎬ 当他开始在伦敦写作时ꎬ 他希望找

到能聆听他的听众ꎬ 文学成为他表达故土情结和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路径ꎮ
也许正因如此ꎬ 作为诗人的叶芝并不热衷于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运动ꎬ 他更希

望能以文学作品的形式ꎬ 让美好的爱尔兰与瑰奇的凯尔特神话进入人们的视野ꎮ
正如他自己所说ꎬ “不存在没有民族的伟大文学ꎬ 也不存在没有文学的伟大民

族”③ꎮ 叶芝认为ꎬ 爱尔兰在现代文学中还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ꎬ 主要是由于爱

尔兰在新闻界和政治领域处于弱势地位ꎬ 而非爱尔兰民族文学本身之过错ꎮ 另

外ꎬ 这种与现代文学主流的 “脱离” 虽然导致了爱尔兰文学的式微ꎬ 却也使之

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ꎬ 远离了 “世界主义” 等可能对爱尔兰造成负面影响的现

代性因素④ꎬ 为爱尔兰独立的民族性的建构提供了可能ꎮ
１８９０ 年前后ꎬ 叶芝本人一直以狂热的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形象活跃于

伦敦文坛ꎮ １８８６ 年ꎬ 他于伦敦结识了芬尼亚运动领袖之一、 爱尔兰诗人约翰
欧李尔瑞 (Ｊｏｈｎ ＯＬｅａｒｙ)ꎬ 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和翻译爱尔兰神话ꎮ 在对爱

尔兰历史素材的考察和整理中ꎬ 叶芝发现爱尔兰民间流传的凯尔特神话具有代代

相传的历史延续性ꎬ 而且这些神话的主要受众多半是爱尔兰乡村的农民ꎬ 因此民

俗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政治和新闻领域的异国语言与文化的冲击ꎬ 使在凯尔

特神话内部构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民族文化传统成为可能ꎮ 叶芝试图对爱尔兰乡

间口口相传的凯尔特神话进行探索、 发掘、 整理并公之于众ꎬ 以作品的形式进入

文学市场ꎬ 在受众群中传播并造成影响ꎬ 在文学与文化领域建构爱尔兰的民族身

份ꎮ １８８８ 年ꎬ 他参与编纂了于都柏林出版的 «青年爱尔兰的诗歌与民谣»

９７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傅浩: «叶芝»ꎬ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１１ 页ꎮ
Ｗ Ｂ Ｙｅａｔｓꎬ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Ｒｅｖｅｒ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ｍｂ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ｉｌ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２７ꎬ ｐ ２１
Ｗ Ｂ Ｙｅａｔｓꎬ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ｅｄ ｂｙ Ｈｏｒａｃｅ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３４ꎬ ｐｐ １０３￣１０４
Ｗ Ｂ Ｙｅａｔꎬ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ｅｄ ｂｙ Ｈｏｒａｃｅ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３４ꎬ ｐ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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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ｌａｄ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 并于同年在伦敦出版了他整理的爱尔兰民

俗神话集 «爱尔兰农民的仙子神话和民俗故事» (Ｆａｉ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ｌｋ 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ꎮ １８９０ 年ꎬ 叶芝与在伦敦出生的具有威尔士背景的诗人欧内斯特莱

斯 (Ｅｒｎｅｓｔ Ｒｈｙｓ) 共同组建诗人会社 (Ｒｈｙｍｅｒｓ Ｃｌｕｂ)ꎬ 这成为 １８９２ 年建立的伦

敦爱尔兰文学协会 (Ｉｒ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的前身ꎮ 在叶芝等人的努力

下ꎬ 众多以凯尔特神话为主题的爱尔兰民间故事以文学作品的形式面世ꎮ 当时的

文学气候也为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理想提供了较好的时势ꎬ 在 １８９０ 年前后的伦

敦文坛ꎬ 受到唯美主义、 象征主义、 意象派、 颓废派等艺术潮流的影响ꎬ 人们的

审美趣味也偏向于对传统的悖逆ꎬ 艺术中的新颖、 怪异、 神秘和无理性在审美领

域大行其道ꎬ 而凯尔特文学不但充斥着具有强烈异国色彩的神话故事ꎬ 还具备迎

合主流趣味的瑰奇的想象、 神秘的世界观、 颓废而忧郁的气质ꎬ 足以激起读者的

兴趣ꎬ 并以异国文化的姿态冲击了伦敦文坛ꎬ 这赋予了叶芝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爱

尔兰作家独特的民族身份ꎬ 使之在文学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ꎬ 并使凯尔特文化

得到更广泛的关注ꎬ 为爱尔兰民族性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ꎮ
阿诺德在 «凯尔特文学研究» 一书中论及凯尔特文学时ꎬ 对爱尔兰、 威尔

士、 康沃尔等地区的凯尔特文化传统均有涉及ꎬ 并主张这几个地区与英国进行

“文化融合”ꎮ 他说道: “让我们按此考虑这个伟大原始民族正在萎缩和消失的剩

余部分ꎬ 除了布列塔尼ꎬ 他们都属于英帝国ꎻ 我们拥有爱尔兰、 苏格兰高地ꎬ 威

尔士ꎬ 曼岛ꎬ 康沃尔ꎮ”① 但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ꎬ 叶芝拒绝将凯尔

特文化与英国文化合流ꎬ 他一直致力于将凯尔特文化建构为独特的爱尔兰民族特

性ꎮ １８９３ 年ꎬ 叶芝出版了 «凯尔特的薄暮»② (Ｔｈｅ Ｃｅｌｔｉｃ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一书ꎮ 作为由

叶芝本人独立搜集、 编纂、 创作的爱尔兰民间故事集ꎬ 这本书是叶芝将爱尔兰民

俗文学与凯尔特传统糅为一体的重要尝试ꎮ 在 １８９３ 年版的前言中ꎬ 叶芝清楚地

说明了他的创作意图: “在幻象中向那些愿意顺着我的指示看去的同胞们展示爱

尔兰的一些特点ꎮ”③ 事实上ꎬ 虽然题目中标有 “凯尔特” 的字眼ꎬ 但书中内容

全部取材于爱尔兰西部的斯莱戈和戈尔韦 (Ｇａｌｗａｙ) 郡ꎬ 并没有涉及苏格兰、 威

尔士等历史上其他的凯尔特地区ꎮ 全书的 ４０ 个故事均为爱尔兰本土的乡村神话ꎬ

０８１

①

②

③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ꎬ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ｅｌ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ｍｅ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０２ꎬ ｐ １３５

«凯尔特的薄暮» 一书出版于 １８９３ 年ꎬ 此后叶芝对其进行多次修改ꎬ 分别于 １９０８ 年、 １９１２ 年、
１９１５ 年、 １９２５ 年等发行多个修订版本ꎮ １９３２ 年ꎬ 包含 «凯尔特的薄暮» 一书的 «神话集»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由叶芝定稿ꎬ 并委托给伦敦的麦克米伦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出版社进行后续工作ꎬ 最终由麦克米伦出版社于

１９５９ 年出版ꎮ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ｉｒｓｃｈ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ｕ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Ｗ Ｂ Ｙｅａｔｓ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ｍｅｒ ４ Ｔｒｅｍｂ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１ꎬ ｐｐ １￣２２ꎻ Ｗ Ｂ Ｙｅａｔｓꎬ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ｅｄｓ ｂｙ Ｗａｒｗｉｃｈ Ｇ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ｉｒｄｒｅ Ｔｏｏｍｅ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５ ｐ ｘｘｉｉ 本文引用的 «凯尔特的薄暮» 的内容来源于

«神话集» 一书ꎮ
Ｗ Ｂ Ｙｅａｔｓꎬ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ｅｄｓ ｂｙ Ｗａｒｗｉｃｈ Ｇ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ｉｒｄｒｅ Ｔｏｏｍｅ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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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着瑰奇的想象和神秘的氛围ꎬ 讲述爱尔兰农民遭遇仙子、 鬼魂等超自然生物

的经历ꎮ 在 «凯尔特的薄暮» 中ꎬ 叶芝不但将爱尔兰置于凯尔特文化的核心位

置ꎬ 更试图在更细致的层面区分凯尔特人内部各民族文化的区别ꎬ 区分的对象主

要是同为凯尔特人后裔、 位于海峡对岸的苏格兰人ꎮ 在 «对爱尔兰人扭曲了他们

的鬼魂和仙子的性情的抗议» (Ａ Ｒ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ｃｏｔｓｍｅｎ ｆｏ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ｏ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Ｇ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ｅｒｉｅｓ) 一文中ꎬ 叶芝对爱尔兰和苏格兰民族对仙

子的看法进行了比较ꎬ 认为它们具有截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苏格兰人拘泥

于神学、 太过阴郁ꎬ 它们将仙子和女巫等神秘主义人士看作危险的异教徒而进行

审判ꎬ 但爱尔兰人与仙子的关系显然更加友好ꎬ 甚至可以在仙子的帮助下使用药

草来治愈伤者ꎮ 在进行了一系列此种具有褒贬性质的举例后ꎬ 叶芝总结道:

这两种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对这两个国家造成了影响ꎬ 使两国的精灵

和妖精的世界也有所不同ꎮ 对于它们快乐优雅的行为ꎬ 你一定要去爱尔兰寻

找ꎬ 对于它们的恐怖行径你要去苏格兰寻找ꎮ 我们爱尔兰的仙子的恐怖事迹

在一定程度上是假装的ꎬ 如果一个农夫迷路走进一个有魔力的小屋我们不会

觉得焦虑ꎬ 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在绿色田野中醒来ꎮ 在苏格兰ꎬ 这却是截然相

反的ꎮ 你们已经歪曲了鬼魂和妖精的天然的良好性情ꎮ①

叶芝指出ꎬ 在爱尔兰民间故事中ꎬ“人类与鬼神之间有一种怯生生的感情”②ꎮ
但在苏格兰的神话中ꎬ 洞穴里的怪物、 水鬼和水怪都可能成为杀害人类的凶手ꎮ
在叶芝看来ꎬ 苏格兰人的鬼神观导致自然的神秘不再是一种美ꎬ 而是一种源于未

知的恐怖ꎬ 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 一种歪曲ꎮ 叶芝的指责无疑对苏格兰神话进行

了贬低ꎬ 并暗示了爱尔兰在凯尔特文化中的正统地位ꎮ 虽然叶芝的论证与结论略

显武断与偏颇ꎬ 但也流露出一种将爱尔兰人与其他凯尔特人分支区别开来的急

切ꎬ 展现了叶芝在民族身份建构方面的某种焦虑ꎮ

三

若要从凯尔特文学中寻求爱尔兰民族性的建立ꎬ 就必须首先消解凯尔特人在

欧洲文化中的野蛮、 放纵等印象ꎬ 为凯尔特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延续寻求合法性依

据ꎮ 而阿诺德所著的具有巨大影响的 «凯尔特文学研究» 一书无疑首当其冲ꎬ
成为叶芝为凯尔特文学辩护的出发点与首要的反驳对象ꎮ

阿诺德将凯尔特人与古希腊人进行了对比ꎬ 指出作为古老民族的凯尔特人无

１８１

①

②

Ｗ Ｂ Ｙｅａｔｓꎬ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ｅｄｓ ｂｙ Ｗａｒｗｉｃｈ Ｇ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ｉｒｄｒｅ Ｔｏｏｍｅ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７１

Ｗ Ｂ Ｙｅａｔｓꎬ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ｅｄｓ. ｂｙ Ｗａｒｗｉｃｈ Ｇ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ｉｒｄｒｅ Ｔｏｏｍｅ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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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造就出如古希腊一般伟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ꎬ 暗示了凯尔特文化的野蛮与

落后ꎮ 叶芝认为凯尔特文化并非被历史所淘汰的野蛮文化ꎬ 他对于凯尔特民族的

悠久历史抱有自豪感ꎬ 如同古希腊的多神教世界一样ꎬ 凯尔特人的信仰远比英国

人所信仰的上帝更加古老悠远: “在上帝创造天国的氏族之前ꎬ 她的历史就已开

端ꎬ 她那红玫瑰色的衣边ꎬ 将这一切记录在书页之间ꎮ”① 凯尔特人与古希腊人

都是世界上的古老民族ꎬ 它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共鸣ꎬ 而非野蛮与文明的对立ꎮ
在 «文学中的凯尔特要素» 一文中ꎬ 叶芝重申并认可了阿诺德对凯尔特人的理

解: “与自然的 ‘美’ 相比ꎬ 凯尔特人对自然的激情更多地源自自然的 ‘神秘’ꎬ
这种激情为自然增添了 ‘魅力和魔力’ꎮ”② 但他继而指出ꎬ 这种看待自然的眼光

并不是凯尔特人所独有的ꎬ 而是世界上古老民族所共有的一种 “自然魔力”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ａｇｉｃ) 观ꎬ 是一种古代宗教、 一种古老的自然崇拜ꎬ 是对于万物有灵

论的确信ꎬ 是对于自然界诸多生物和现象的神秘的共情ꎮ 凯尔特人相信世间万物

均有生命ꎬ 自然现象就是鬼魂和仙子活动的印记ꎬ 而神灵无处不在ꎬ 人与神灵可

以面对面地交谈ꎮ 古希腊人也持类似的自然观ꎬ 因而才诞生了恢宏的万神殿和灿

烂的神话ꎬ 它与凯尔特人一样ꎬ 拥有对于现代人而言难以触及的异教世界 ( ｔｈｅ
ｐａｇａｎ ｗｏｒｌｄ)ꎮ 凯尔特人与古希腊人在信仰方面的相似性对叶芝来说至关重要ꎬ
这确保他能够将凯尔特人的民间宗教和民俗故事置于欧洲文化的伟大传统的

中心ꎮ③

对于阿诺德所批判的凯尔特人在造型艺术领域的失败ꎬ 叶芝的短诗 «雕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ｅｓ) 构成具有针对性的回应ꎮ 在他看来ꎬ 由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按照比例

精密设计的古希腊人体雕像虽然伟大ꎬ 却缺乏由激情而带来的性格ꎮ 更有甚者认

为ꎬ 现代文明所发展出的审慎冷静的科学知识驱逐了神话ꎬ 当人们观看雕像之

时ꎬ 所发现的只有由计算、 数字、 尺度所构成的严格公式ꎬ 所欣赏的更多的是古

希腊人在数学和雕刻技术方面的成就ꎬ 古希腊的人体雕像成为一件 “用锤规测

量” 的冰冷物体ꎮ 在这精细雕琢的人体之中ꎬ 真正赋予雕像以灵魂的人类性格却

缺失了ꎮ 在叶芝看来ꎬ 具有悠久信仰和历史的凯尔特人比现代的数理知识更贴近

古希腊的造型艺术: “我们爱尔兰人ꎬ 生于古老的宗派登上我们特有的黑暗

吧ꎬ 如此我们可以探索一张用锤规测量的面孔的轮廓ꎮ”④ 凯尔特人拥有与古希

腊人共通的情感气质ꎬ 在现代文明看来ꎬ “黑暗” 的神话与信仰并没有使凯尔特

人在艺术上迟滞ꎬ 虽然凯尔特人缺少对于激情的制衡ꎬ 但这种激情却能赋予伟大

的古希腊雕像以性格和灵魂ꎬ 深入探索古希腊雕像在精细而静穆的表象背后所蕴

２８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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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丰富精神世界ꎮ 在此意义上ꎬ 凯尔特人远比 “文明” 的现代人更能接近古

希腊艺术的核心ꎬ 虽然叶芝以 “黑暗” 来形容凯尔特文化ꎬ 但这种黑暗中蕴藏

着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与古老民族的信仰之间一种神秘的共情ꎮ
虽然凯尔特人缺乏伟大的史诗ꎬ 但它的民间神话与诗歌中暗藏着与古希腊人

相联通的精神潜流ꎮ 在 «尘土已合上海伦的眼睛» (Ｄｕｓｔ Ｈａｔｈ Ｃｌｏｓｅｄ Ｈｅｌｅｎｓ
Ｅｙｅ) 一文中ꎬ 叶芝提及一位叫拉夫特里 (Ｒａｆｔｅｒｙ) 的爱尔兰盲诗人ꎬ 他歌颂一

位拥有惊人美貌的姑娘ꎬ 这位名为玛丽海恩斯 (Ｍａｒｙ Ｈｙｎｅｓ) 的女子引得无数

男性争相追逐ꎬ 为她心醉神迷ꎬ 甚至为了一睹芳颜而丧命ꎬ 她的美貌因此造成了

众多的灾祸ꎮ 虽然这位姑娘年纪轻轻就死了ꎬ 但爱尔兰农民认为她是被仙子、 神

灵掳走了ꎮ 叶芝将这位盲诗人笔下的玛丽比作荷马笔下的海伦ꎬ 爱尔兰青年会为

玛丽变得温柔ꎬ 就好像特洛伊的长老们看到城楼上的海伦心肠就会立刻变软一

样ꎮ 这一传统的爱尔兰传说与荷马史诗形成了互文ꎬ 无论是在凯尔特神话还是在

古希腊神话中ꎬ 盲诗人与美女的故事都反映了美应当与神灵共在的人类信仰ꎬ 体

现了真与美合一的哲学理想和人类对美的永恒追求ꎮ 叶芝因此而感叹: “在他们

的信仰和情感之中ꎬ 这些穷苦的乡村男人和女人比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更接近古

老的希腊世界ꎮ”① 由知识的进步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已经远离了古代的智慧ꎬ
而恰恰是被 “有学问的人” 看作迷信、 愚昧和野蛮的凯尔特神话反而搭建起了

与古希腊的精神桥梁ꎮ
人类学家弗雷泽 (Ｊ Ｇ Ｆｒａｚｅｒ) 在 «金枝»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Ｂｏｕｇｈ) 一书中指

出ꎬ 人们往往嘲笑、 憎恶与蔑视野蛮人ꎬ 但 “我们和他们共有的东西ꎬ 我们认为

真实有用故意保存的东西ꎬ 都应归之于我们野蛮的祖先”②ꎬ 自诩为文明社会一

员的现代人为自然祛魅ꎬ 将古代神话看作迷信、 愚昧与野蛮的代名词ꎬ 但人类得

以传承至今的一切知识ꎬ 实际上都建立在古老民族神话传说的基础上ꎮ 叶芝的观

点与弗雷泽有着相似之处ꎬ 他在一生中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科学理性主义都持

反抗态度ꎬ 支持浪漫主义的知识形式ꎮ③ 在叶芝看来ꎬ 以超自然、 万物有灵、 神

秘、 想象等元素为代表的凯尔特民俗故事和传说更能传达人类真理性的认识ꎬ 古

代民间诗人传唱的神话故事甚至比现代文明的知识更贴近真正的智慧: “他的诗

歌是全能的神的礼物ꎬ 全能的神有三种礼物———诗歌、 舞蹈和原因可以给予ꎮ 这

就是为什么古时候一个无知的山里人会比你们现在遇到的受过教育的人举止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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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更有学问ꎬ 他们的这一切直接来源于神灵ꎮ”① 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其

实追求的是超脱于具体事物的无限与永恒的真理ꎬ 它以隐喻、 寓言、 形而上的启

示等形式ꎬ 传达了古代人民对自然与生命实质的洞见ꎮ 因此ꎬ 叶芝在谈及爱尔兰

乡间的凯尔特神话时说道: “民间艺术的确是思想中最古老的贵族ꎬ 它拒绝短暂

易逝、 微不足道的东西ꎬ 拒绝仅仅小聪明与俗艳ꎬ 正如它也拒绝粗俗和虚伪ꎻ 它

将一代代人最质朴、 最难忘的思想纳入自身ꎬ 所以它是所有伟大艺术植根的

土壤ꎮ”②

叶芝对凯尔特文学的前景充满信心ꎮ 他认为现代艺术已经远离古代智慧的精

髓ꎬ 舞台上上演的古希腊题材的戏剧至多不过是对古典时期的现代模仿③ꎬ 但在

爱尔兰民间ꎬ 古老的凯尔特神话依然代代相传ꎮ 这是一座蕴含着古代智慧遗产、
仍需人们去挖掘的宝库ꎬ 它将使人们重新回到以 “自然魔力” 为主旋律的神话

时代ꎮ 正如叶芝所说ꎬ “只有我们将自己置于生活的各个处境之中ꎬ 从最悲惨的

处境到那些太过崇高以至于我们只能在象征与神秘之中才能谈及的处境ꎬ 真正的

智慧才变得可能”④ꎮ 凯尔特文学将在现代理性所构建的科技文明之外重现古代

人民的激情与智慧ꎬ 在狂想与幻视中孕育伟大的艺术作品ꎬ 并打开新的真理

向度ꎮ

四

凯尔特神话不仅是爱尔兰民族文化复兴的源泉ꎬ 也是推动欧洲文学发展的动

力ꎬ 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ꎮ 在 «凯尔特文学研究» 中ꎬ 阿诺德区分了英国文学

中描述自然的四种方式: 传统的描述方式、 忠实的描述方式、 希腊的描述方式、
魔法的描述方式ꎮ⑤ 其中ꎬ 魔法的描述方式是凯尔特文学的特点ꎬ 它赋予自然以

魔力和魅力ꎮ 在阿诺德笔下ꎬ 这四种方式穿插交替在英国文学之中ꎬ 难以区分高

下ꎮ 叶芝对于阿诺德的分类方式颇为认可ꎬ 但他赋予了凯尔特文学特质以更重要

的地位ꎮ 在 «文学中的凯尔特因素» 一文中ꎬ 叶芝论述道ꎬ 前三种看待自然的

方式只是以人类看待花园的情感来看待自然ꎬ 忘却了古老宗教时代人们对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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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醉神迷、 狂喜与激情ꎮ 凯尔特因素对于文学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ꎬ 它曾为欧

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素材ꎬ 例如亚瑟和圆桌骑士与圣杯的传说影响了欧洲

的骑士小说和浪漫精神ꎬ 并 “改变了人类情感的根基”①ꎬ 使欧洲文学从凯尔特

文学中获得了众多幻想的元素并得以保持活力:

文学缩减到仅仅是一种事件编年史ꎬ 或者是毫无激情的幻想、 毫无激情

的冥想ꎬ 除非文学不断地被注入古时的激情和信仰ꎬ 而在斯拉夫、 芬兰、 斯

堪的纳维亚、 凯尔特这些欧洲古老时期的激情和信仰的泉源中ꎬ 唯有凯尔特

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接近欧洲文学的主流ꎮ 它又一次地将 “过度” 的 “生

机勃勃的精神” 带入欧洲艺术ꎮ②

凯尔特神话不但在历史上证明了自身的价值ꎬ 它对当今时代的欧洲文学的发

展也具有重要意义ꎮ 叶芝认为ꎬ 随着 １８ 世纪以来理性与科学的兴盛ꎬ 对 “外部

秩序” 的阐释一度成为艺术的重要主题ꎬ 科学、 政治、 哲学和道德被引入诗中ꎬ
由此诞生了一系列以实证主义为依据的现实主义小说和严肃诗ꎮ 但理性主义与物

质主义也使人类变得死板僵硬ꎬ 使人类看待世界的眼光变得冷漠而了无生趣ꎬ 各

国已经不再产生可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伟大作品ꎬ 因为 “人类的心灵已经被各种

实际变化填满ꎬ 活生生的想象已经被逐出这个世界”③ꎮ 相应地ꎬ 众多的政治风

云和社会动荡也使人类的心灵疲惫不堪ꎬ 对现实的不满与无能为力的苦闷使一种

一切终归虚无的颓废之感充溢内心: “人类追求并赢得世界ꎬ 并筋疲力尽地倒

下他最后真实地看到了它们发现它们就是空气、 尘埃、 水汽ꎮ”④ 在此

背景下ꎬ 叶芝认为ꎬ 艺术需要做出改变并肩负起解放人类心灵的责任ꎬ 引导我们

回到 “我们的旅途”ꎮ 他指出ꎬ 我们需要 “用炼金术的蒸馏法来代替化学分析和

其他科学”⑤ꎮ 作为巫术、 宗教和魔法的象征的炼金术ꎬ 代表了早期人类看待自

然的神秘方式ꎬ 代表了一个与科学相对立的神话世界ꎬ 这正是凯尔特文学的典型

特质ꎮ
在 «垂暮之年» (Ｔｈｅ Ａｕｔｕｍ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一文中ꎬ 叶芝准确地把握住了时

代文学发展的脉络ꎬ 他指出ꎬ 各国文学中都出现了 “颓废” 的迹象ꎮ １９ 世纪末

期ꎬ 艺术上的颓废主义运动已经在英法等国兴起ꎬ 并孕育了颓废派、 象征派、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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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派等美学分支ꎮ 著名批评家亚瑟西蒙斯对此做出了经典定义ꎬ 他认为颓废主

义运动与古希腊人、 古罗马人等伟大民族的晚期时代一样ꎬ 展现出的是 “一种强

烈的自我意识ꎬ 一种永不停歇的探索的好奇ꎬ 一种精致之上的过分精致ꎬ 一种精

神和道德上的反常”①ꎮ 艺术家们不再关注外部事物ꎬ 转而探求心灵的幽暗深微

之处ꎮ 叶芝敏锐地意识到ꎬ 颓废主义与凯尔特文学之间有着诸多共通之处ꎬ 这不

但为凯尔特文学的推广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契机ꎬ 也为凯尔特文学进入欧洲文学主

流提供了合法性依据ꎮ
颓废主义与凯尔特文学在风格与内容上有着诸多共同之处ꎮ 凯尔特民俗神话

所关注的是无限和永恒之事ꎬ 面对神秘而无穷的大自然ꎬ 人类一方面能够感觉到

生命的渺小、 脆弱、 孤独而短暂ꎬ 由此孕育出忧郁与感伤的情绪ꎬ 但万物有灵论

的信仰也使人们在对自然界的交感与幻视中产生了对于神秘之美的狂喜与激情ꎮ
颓废主义文学作品中也充斥着激情的风暴与病态的忧郁、 想象的肆虐与幻觉的错

乱、 五彩斑斓的意象与非理性的感知ꎮ 作为颓废主义运动一支的象征派意图通过

象征符号来达成与自然万物的交感ꎬ 在对自然的聆听与反馈中ꎬ 达到 “对无限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的展现与揭示”ꎮ② 颓废主义与凯尔特文学都专注于表现意识的幽

暗晦涩、 感官的敏感性ꎬ 拒绝以理性与科学对世界做深度阐释ꎬ 而是将之看作一

个神秘、 变幻无穷而深不可测的感觉对象ꎬ 或者用阿诺德对凯尔特文学的一个经

典定义来说ꎬ 它们都是 “对事实专制主义不屈不挠的反抗”③

颓废主义文学因此反对将外部题材引入艺术之中ꎬ 主张艺术应源于心灵内部

的声音ꎬ 抗拒任何刻意的修饰、 雕饰与艺术传统ꎬ 正如西蒙斯在形容象征派时所

说ꎬ 这是艺术在科学的时代 “对外部性、 修辞和物质主义传统的反叛”④ꎮ 这种

艺术内部的反传统、 反理性运动在此之前就初露端倪ꎬ １８ 世纪晚期ꎬ 浪漫主义

运动已经开始主张文学创作中情感的自然流露优于智性的说教与刻意雕琢ꎮ 作为

浪漫主义遗产的一部分ꎬ 民俗艺术也开始被视作经验与情感的宝库ꎬ 它比受教育

者创造的人工文化与艺术更加有力、 更加真实ꎮ⑤ 凯尔特文学以充满激情与幻想

的民俗神话为主体ꎬ 天然地对理性、 科学、 艺术规则保持反抗姿态ꎬ 而凯尔特人

长久以来在欧洲人心中 “野蛮” “迷信” “放纵” 的印象恰好切合了颓废主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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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反理性、 反传统的旨趣ꎮ 此外ꎬ 凯尔特人还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尚未发掘的丰富

传说ꎬ 每一个新故事都与象征主义者的想象一样ꎬ 可以构成 “对于世界想象的新

的陶醉”①ꎮ 因此ꎬ 叶芝相信凯尔特神话可以为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全新的素材:
“现在有一股新的传说泉源ꎬ 一种比欧洲任何泉源都丰富的泉源ꎬ 即伟大的盖尔

语传说泉源ꎬ 正在开启ꎮ”②

在叶芝所处的时代ꎬ 人们对于凯尔特文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野蛮、 感性与放

纵ꎬ 不仅阿诺德等英国人对爱尔兰的文学仍然怀有一定程度的轻视和不屑ꎬ 爱尔

兰人自身也对本民族文学的前途抱有怀疑ꎮ １８９１ 年ꎬ 在写给伦敦的爱尔兰诗人

艾伦欧李尔瑞 (Ｅｌｌｅｎ ＯＬｅａｒｙ) 的信中ꎬ 叶芝提及一位睿智的爱尔兰青年ꎬ 他

认为爱尔兰人太过诗性ꎬ 以至于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ꎬ 因此爱尔兰人是一个充满

“才华横溢的失败者”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的民族ꎮ③ 但叶芝始终没有对爱尔兰文

学的前途失去信心ꎬ 他一方面认可爱尔兰人所创作的这种以短篇作品为主的现代

民谣文学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ａｌｌａ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将其看作在这个繁复精细的时代里独一无

二的壮举ꎬ 另一方面又坚信爱尔兰文学的未来将会改变ꎬ 正如他所说ꎬ “凯尔

特人已经在过去创造了伟大的作品也将毫无疑问地在未来创造伟大的作

品”④ꎮ 作为凯尔特人的一支ꎬ 爱尔兰人如果以其波澜诡谲的历史为素材创作

戏剧和故事ꎬ 终有一日会树立文学上的丰碑ꎬ 以至于 “全世界都将聆听我们并

像儿童听到新颖故事一样围坐在我们脚下”⑤ꎮ 在叶芝眼中ꎬ 凯尔特人的感性

特质、 悠久历史和丰富的神话故事ꎬ 将为凯尔特文学、 为变化中的欧洲文学带

来新的生机ꎮ

结语

时隔 ２０ 余年ꎬ 阿诺德的 «凯尔特文学研究» 与叶芝在文学领域宣扬凯尔特

文学的呼声前后相继ꎬ 展现了英国与爱尔兰在文化领域的传承ꎮ 二人不同的民族

立场使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ꎬ 虽然叶芝鲜少直接攻击阿诺德的观点ꎬ 但他的反击

却散落在他的作品中ꎮ 诚然ꎬ 叶芝搜集神话的渠道较少、 范围狭窄ꎬ 而且不通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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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语ꎮ 纵有格雷戈里夫人 (Ｌａｄｙ Ｇｒｅｇｏｒｙ) 等友人的协助ꎬ 他仍不足以称为科学、
严谨的民俗学家ꎮ 在叶芝的一系列宣扬凯尔特文学的神话集、 诗歌、 散文作品

中ꎬ 我们所发现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人和神秘主义信仰者所特有的浪漫、 想象

与诗性的建构ꎬ 而不是对爱尔兰历史与凯尔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深入严谨的语文

学和史学考察ꎮ 正因为此ꎬ 叶芝一度感受到了对 “凯尔特” 一词的使用给他施

加的压力ꎬ 因为这个定义颇为模糊、 站不住脚ꎮ① 相应地ꎬ他对于爱尔兰民间文

学与凯尔特文化的观点也出现过反复ꎮ② 但是ꎬ 这何妨叶芝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化

民族主义者呢? 他对凯尔特文学的阐释ꎬ 使式微的爱尔兰文学与凯尔特文化传统

相连接ꎬ 赋予凯尔特文化以与古希腊文明相比肩的地位ꎬ 将其看作古代智慧的代

表与现代文学的泉源ꎬ 并借欧陆颓废主义思潮的时代波澜ꎬ 将凯尔特文化重新纳

入欧洲文学与文化的主流ꎬ 在欧洲掀起了凯尔特复兴的热潮ꎮ 叶芝对凯尔特文学

的阐释和推广有力地促进了爱尔兰文艺复兴ꎬ 在 «凯尔特的薄暮» 出版几年之

后ꎬ 爱尔兰文学剧院和阿比剧院相继成立ꎬ 一系列爱尔兰民族戏剧的上演与爱尔

兰民俗作品的出版发行使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凝聚成一股强有力的文化话语ꎬ 与

爱尔兰本土寻求独立的革命活动交相呼应、 并蒂生辉ꎬ 并对 １９２１ 年爱尔兰自由

邦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阿诺德在 «凯尔特文学研究» 一书中将没落的凯尔

特文化看作英国文学的支流ꎬ 但叶芝使这股 “支流” 获得了新的源泉ꎬ 不断壮

大ꎬ 滋养着他的故土ꎮ “爱尔兰的文学依然年轻ꎬ 在这条道路上处处都是凯尔特

的传统和热情ꎬ 迫切地等待歌者来歌颂它们ꎮ 英格兰已老ꎬ 她的诗人只能积蓄几

乎已经结束的盛宴上的残渣ꎬ 但是爱尔兰的盛宴桌却依然盈满ꎮ”③ 这也许就是

叶芝对阿诺德关于凯尔特文学最贴切的回应和超越ꎬ 也彰显了爱尔兰民族文化建

构的深层时代意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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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于 １８９９ 年前后开始将民间神话的想象核心归因于具有文学天赋的民俗诗歌作者ꎬ而不再将其

看作广大爱尔兰乡村人民的敏锐情感ꎬ换言之ꎬ“凯尔特性”不能被看作爱尔兰人民普遍拥有的民族性ꎮ 也许

正因为此ꎬ«凯尔特的薄暮»一书在 １９２５ 年修订版中对«一个幻视者»(Ａ Ｖｉｓｉｏｎａｒｙ)与«食宝石者»(Ｔｈｅ Ｅ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Ｓｔｏｎｅｓ)两文进行了修改ꎬ删除了“凯尔特式的悲伤” “凯尔特人的狂念” “凯尔特幻景” “凯尔特地

狱”等描写爱尔兰人身上“凯尔特特质”的语句ꎮ 但 １９０３ 年之后ꎬ叶芝在其作品中又重新强调了爱尔兰乡村

人的“古代想象” 这一丰富的传统ꎮ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ｔｈｉｃａꎬ “ Ｙｅａｔｓꎬ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ꎬ ａｎｄ Ｌｒｉｓｈ Ｌｅｇｅｎｄ”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ｏ Ｗ Ｂ Ｙｅａｔｓꎬ ｅｄｓ ｂｙ 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Ｈｏｗ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Ｋｅｌｌ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３７￣１３８ꎻ Ｗ Ｂ Ｙｅａｔｓꎬ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ｅｄｓ ｂｙ Ｗａｒｗｉｃｈ Ｇ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ｉｒｄｒｅ Ｔｏｏｍｅ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８２ꎬ ４４３ꎬ ４４５

Ｗ Ｂ Ｙｅａｔｓꎬ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ｅｄ ｂｙ Ｈｏｒａｃｅ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３４ꎬ ｐ １４８



爱尔兰民族文化建构的深层意蕴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Ｙ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ｎｏｌ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ｅｌ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Ｚｈｏｕ 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Ａｒｎｏｌｄ ａｎｄ Ｙｅａｔｓ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ｅｌ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ｒｎｏｌ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ｒ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Ｙｅａ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ｅｌ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ｄｉｎｇ Ｉｒ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ｅｌ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Ｃｅｌ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Ｃｅｌ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Ｙｅａ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ｌ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ｃｏａｌｅｓ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ｅｃｈｏ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Ｙｅａｔｓꎻ Ａｒｎｏｌｄꎻ Ｃｅｌ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 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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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李梦睿　 鲁法芹∗∗

【摘　 要】 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历史ꎬ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思想

史研究在中国展开的历史ꎮ 百余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ꎬ 服从和服务

于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主题ꎬ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主

题性特点ꎮ 晚清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想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认为社

会主义思想几乎与人类文明史相伴而生ꎬ 并以此论证社会主义是人类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ꎬ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主导ꎬ 并推

动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以及社会主义流派史、 经济思想史、 政治学

说史等不同领域的专门研究ꎬ 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领

域ꎮ 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ꎬ 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理性发展

阶段ꎬ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ꎮ 在 “四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背

景下ꎬ 应继续深化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ꎬ 同时亟须加强和提升中

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ꎮ
【关键词】 社会主义思想史ꎻ 科学社会主义ꎻ 编译

社会主义思想史又称社会主义学说史ꎬ 是一门研究社会主义思想或学说产

生、 发展、 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ꎮ 我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

关注ꎬ 起于 ２０ 世纪初ꎬ 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ꎮ 这一领域的研究ꎬ 从纵向看ꎬ
大致可划分为晚清时期、 民国时期、 新中国初期、 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五

个阶段ꎬ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主题性特点ꎬ 与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

时代主题相呼应ꎻ 从横向看ꎬ 以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为基础ꎬ 带动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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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献发掘、 整理、 汇编与研

究” ( ＩＦＹＴ１９０８) 的阶段性成果ꎮ
李梦睿ꎬ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ꎻ 鲁法芹ꎬ 山东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ꎬ 硕士生导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 理论与现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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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社会主义流派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社会主义

政治学说史以及社会主义国别史等不同领域的专门研究ꎬ 研究内容越来越深

化ꎬ 也越来越丰富ꎮ 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ꎬ 特别是受学术视野和学术能力的制

约ꎬ 本文难免会挂一漏万ꎬ 顾此失彼ꎬ 而预先指出这一点ꎬ 是十分必要的ꎮ

一、 晚清时期: 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开端

本以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主导的洋务运动ꎬ “不自觉地最早开启了一道接

触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窗口”①ꎮ 通过这个 “窗口”ꎬ 国人有幸目睹了巴黎公

社起义ꎬ 这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起始ꎮ 之后ꎬ 在传教士创办的 «西国

近事汇编» «万国公报» 杂志以及 «富国策» «富国养民策» «佐治刍言» 等早

期译著中ꎬ 出现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的汉语音译ꎬ 以及对这一学说内容的简

单概括ꎮ 这些信息尽管构成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源头ꎬ 但正如 «申报»
创刊号 (１８７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本馆告白” 所指出的那样ꎬ “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

事ꎬ 足以新人听闻者ꎬ 靡不毕载”ꎮ 也就是说ꎬ 在早期传播者看来ꎬ 这也不过仅

仅是一种 “猎奇” 性的新闻报道而已ꎮ 历史的辩证法在于ꎬ 这些星星之火却最

终形成燎原之势ꎬ 并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了一起ꎮ
甲午战争后ꎬ 变法图强逐渐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ꎮ １８９６ 年ꎬ 在国人自办报

刊 «时务报» 上ꎬ 第一次出现了 “社会主义” 一词ꎬ 并注释其为 “学派之

名”ꎮ② 将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或学问来看待ꎬ 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

一大显著特色ꎬ 从而为接下来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预埋了伏笔ꎮ 戊戌变法

失败后ꎬ 康有为、 梁启超以及一批东渡日本的青年学子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新路

的同时ꎬ 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ꎬ 并一度在 ２０ 世纪初形成将日本社会主

义方面的著作介绍到中国的热潮ꎬ 从而真正开了国人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

的先河ꎮ
１９０１ 年ꎬ «译书汇编» 连载的 «近世政治史» 第一次提及国际共运史的相关

内容ꎬ 即简介了第一国际的历史ꎮ③ 从 １９０２ 年开始ꎬ 中文报刊上开始出现专论社

会主义的文献ꎬ 如 «翻译世界» 第 １ ３ 期连载的 «社会主义» 和 «新世界学

报» 第 １０ １５ 号连载的 «近世社会主义评论» 两篇译文ꎮ 与此同时ꎬ 一批社会

主义的译著也陆续出版ꎬ 比如幸德秋水的 «广长舌» 和 «社会主义神髓»、 岛田

三郎的 «社会主义概评»、 福井准造的 «近世社会主义»ꎬ 以及矢野龙溪的 «新
社会»、 西川广次郎的 «社会党»ꎬ 等等ꎮ 其中ꎬ 赵必振翻译的 «近世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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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皮明庥: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ꎬ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日] 古城贞吉: «硕儒讣音»ꎬ «时务报» 第 １２ 册ꎬ １８９６ 年ꎮ
[日] 有贺长雄: «近世政治史 (续) »ꎬ «译书汇编» 第 ２ 期ꎬ １９０１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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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万余字ꎬ 首版于 １９０３ 年ꎬ 再版于 １９２７ 年ꎬ 是第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

史、 流派史和运动史的作品ꎮ 该书第一编 “第一期之社会主义———英法二国之社

会主义” 着重介绍了英、 法的社会主义思想ꎬ 依次介绍了巴贝夫、 圣西门、 傅立

叶、 欧文、 卡贝、 蒲鲁东、 路易勃朗的生平、 著作与学说ꎻ 第二编 “第二期之

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 着重单独介绍了德意志的社会主义ꎬ 涉及马克

思的生平、 学说ꎬ 以及第一国际的历史、 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的生平与学说ꎻ 第

三编 “近时之社会主义”ꎬ 依次介绍了无政府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国家社会主

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等流派的沿革及其主要观点ꎻ 第四编 “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

状”ꎬ 分别介绍了英国、 法国、 德国、 中欧诸国、 东欧诸国及美国社会党的活动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ꎬ «近世社会主义» 明确提出了 “必以学理为社会主义之根

据” 的命题ꎬ 并认为以 “学理” 而 “创立新社会主义ꎬ 以唱道于天下ꎬ 舍加陆

马克斯其人者ꎬ 其谁与归ꎮ”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这部译著已经隐含着我们今

天所熟悉的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分析范式ꎬ 即社会主义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 从

理论到运动的发展历程ꎮ 这部译著所涉及的史料及其用语ꎬ 也对后来我国学者接

受和理解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ꎮ②

以 «民报» 创刊为标志ꎬ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围绕 “中华民族向何处

去” 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大论战ꎮ 在这场论战中ꎬ 虽然双方立场针锋相

对ꎬ 但却在中华民族发展前途问题上取得了一致ꎬ 即双方都主张应采用 “国家社

会主义” 或 “国家民生主义” 政策ꎮ③ 随后ꎬ 伴随着 «天义» «新世纪» 杂志的

先后创刊ꎬ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围绕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 的探究ꎬ 在机械进化

论引导下ꎬ 将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正式引入中国ꎮ④ 尽管他们还

无法廓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ꎬ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 他们

不自觉地成为介绍、 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先行者ꎬ 并首次节译了 «共产

党宣言» 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部分内容ꎮ

二、 民国时期: 译著与自撰交相辉映

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后ꎬ 在 “改造中国与世界”⑤ 成为时代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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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 福井准造: «近世社会主义»ꎬ 赵必振译ꎬ 上海时代书店 １９２７ 年版ꎬ 第 １２５ 页ꎮ
比如ꎬ 蔡元培和郭沫若对此书的印象就极其深刻ꎮ 参见 «蔡元培全集» 第 ４ 卷ꎬ 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１６７ 页ꎻ [日] 向坂逸郎: «郭沫若与福井准造的 ‹近世社会主义›»ꎬ 田家农译ꎬ «郭沫若研

究» 第 ７ 辑ꎬ 文化艺术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ꎬ 第 ２８１ ２８５ 页ꎮ
«孙中山全集» 第 ２ 卷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３２３ ３２４ 页ꎻ «梁启超全集» 第十七集ꎬ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５０ 页ꎮ
参见鲁法芹: « “别筹革命之方”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入及论争»ꎬ «当代世界社会主

义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毛泽东文集» 第 １ 卷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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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激励下ꎬ 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ꎮ
社会主义思想史译著作品的出现ꎬ 特别是国人自撰作品的诞生ꎬ 标志着中国知识

界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工作的真正开始ꎮ 经过大浪淘沙和仔细甄别、 取舍ꎬ 马

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ꎬ 并结出了累累

硕果ꎮ

(一) 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概述

民国初年ꎬ 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对民生主义的坚持和宣讲ꎬ 尤其是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他在上海社会党总部连续三日作了题为 «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

评» 的演讲ꎬ 江亢虎发起成立的以鼓吹 “广义的社会主义” 为宗旨的中国社会

党对社会主义大肆渲染ꎮ 这些宣传在民初掀起了一股社会主义传播热潮并引发了

争论ꎮ 大致说来ꎬ 以 “二次革命” 爆发、 袁世凯先后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和国

民党为标志ꎬ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ꎮ 第一阶

段ꎬ 以政见相标榜、 围绕国会选举而成立的各政党对 “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
问题展开讨论ꎬ 促进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ꎬ 形成了师复所谓 “孙
逸仙、 江亢虎之社会主义”ꎮ 伴随着 «晦鸣录» «民声» 以及 “无政府共产主义

同志社” 的成立ꎬ 在第二阶段形成了本土的 “师复主义”ꎮ① 在这一论争过程中ꎬ
正如孙中山演讲标题所揭示的ꎬ 必然涉及社会主义流派史的相关知识ꎬ 自然而然

促进了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关注ꎮ 比如 «生活» 杂志连载的署名 “畏垒”
的 «法兰西社会主义家小传» 依次介绍了巴贝夫、 卡贝、 圣西门、 傅立叶的生

平、 学说和主张ꎮ «新世界» 杂志发表的署名 “煮尘” 重治、 “势伸” 译述的

«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ꎬ 尤其是施仁荣译述的 «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

会主义» 即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的首个中译本ꎬ 对大致理

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ꎬ 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

本观点ꎬ 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ꎮ 此外ꎬ «进步杂志» 刊载的 «德意志社会主

义之发展» «法兰西社会主义之发展» 和 «东方杂志» 刊载的 «晚近社会主义之

派别与宗旨» «社会主义商兑» «社会主义» 等文ꎬ 对社会主义及其运动的最新

进展和动态做了介绍ꎬ 进一步拓宽了国人的视野ꎮ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史翻译代表性作品分析

大约从 １９１９ 年下半年开始ꎬ 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 讨论掀起了前所未

有的高潮ꎬ 形成了极普遍的社会舆论ꎬ 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ꎮ② 正是鉴于 “社会

主义运动在欧、 澳、 美各洲非常发达ꎬ 而派别亦复甚多ꎻ 我们对于这种运动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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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鲁法芹: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概述»ꎬ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朱志敏: «五四民主观念研究»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ꎬ 第 ２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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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一种有统系的知识ꎬ 须先从历史下手”①ꎬ 李季着手翻译了克卡朴 (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ｉｒｋｕｐ) 原著、 辟司 (Ｅｄｗａｒｄ Ｒ Ｐｅａｓｅ) 增订的 «社会主义史»ꎮ 稍后ꎬ 薛嘘成

和沈端方合译了辟司 (Ｅ Ｒ Ｐｅａｓｅ) 的 «费边社史»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２)ꎬ 以及

孙百刚翻译了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ｉｒｋｕｐ) 的 «社会主义初步»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２３)ꎮ 这三

部译著ꎬ 初步奠定了国人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基础ꎮ
如果说 «社会主义史» 的内容侧重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 的话ꎬ 那么李

季随后翻译的美国学者列德莱 (Ｈａｒｒｙ Ｗ Ｌａｉｄｌｅｒ) 的 «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３) 的显著特色ꎬ 就是进一步回答了 “怎样实现社会主义” 的

问题ꎮ 此正如 «新青年» 第 ８ 卷第 ６ 号所刊登的李季对本书的简介所说的那样ꎬ
«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 第二部分的内容即 “社会主义之运动” 与之前所译的

«社会主义史» “恰相衔接ꎬ 尤足资研究大战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之考

镜ꎬ 故特译成国语ꎬ 以飨国人”ꎮ 之后ꎬ 又有杨代复 «社会主义及其运动史»
(中央政治学校ꎬ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郑学稼 «社会主义思想史» (黎明书局ꎬ １９３３)
和沈嗣庄 «社会主义史»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３７) 三个不同译本ꎮ 沈嗣庄译本在

“原著者自序” 中介绍道: 本书力图着力解决以下六个问题: 社会主义中各种重

要派别的学说、 各派的异点和互相影响之处、 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趋势代谢之社

会原因、 决定各派色彩和方针的较为重要的人格、 略述各地社会主义党展进中之

重要事件、 分析一切有连带关系的社会改造运动ꎮ② 对此ꎬ 郑学稼译本认为ꎬ 作

者原序 “因为价值不及内容ꎬ 并且对于中国人也没有什么意义ꎬ 所以把它删

去”③ꎮ 不过ꎬ 郑学稼译本的优点ꎬ «申报»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 所作广告说:
“由译者增补十余万字之注释ꎬ 不啻一部最完备的社会主义大辞典ꎮ”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ꎬ 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胡汉民由日文转译的德国学者俺伯亚

(Ｎ Ｂｅａｒ) «社会主义史» 两卷本ꎬ 即麦克司比尔 (Ｍａｘ Ｂｅｅｒ) «社会主义和社

会斗争通史»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Ｋäｍｐｆｅ) 的第

四、 五两部分ꎮ 之所以特意选择这两部分内容ꎬ 胡汉民曾回忆说: “我当时译这

两卷书ꎬ 有一个小小的意思: 以为国内的智识分子ꎬ 虽有一部份在大谈其唯物

论ꎬ 可是当时所谈的ꎬ 实在很浅薄ꎻ 至于能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ꎬ 去解释历史

的ꎬ 所见更稀少ꎻ 我译这两卷书ꎬ 一方面想介绍这唯物史观的方法之应用ꎬ 这个

意思ꎬ 是相等于我从前做 ‘唯物史观的伦理之研究’ 的ꎻ 一方面我从产业时代

译起ꎬ 要我们明了近两世纪西欧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ꎬ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情

形ꎮ”④ 随后ꎬ 民智书局又以 «产业革命时代社会主义史» 和 «马克斯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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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克卡朴原著ꎬ 辟司增订: «社会主义史»ꎬ 李季译ꎬ 新青年社 １９２０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参见 [美] 列德莱: «社会主义史»ꎬ 沈嗣庄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７ 年版ꎬ 第 ３ ４ 页ꎮ
[美] 雷岱尔: «社会主义思想史» 郑学稼译ꎬ 黎明书局 １９３４ 年版ꎬ 第 ４ 页ꎮ
胡汉民: «三民主义的历史观———序叶译贝尔 (Ｍａｘ Ｂｅｅｒ) 所著 ‹社会斗争通史›»ꎬ «三民主义月

刊» 第 ３ 期ꎬ １９３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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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史» 出版了该译述的单行本ꎮ １９２９ 年冬ꎬ 在汤澄波的建议和推荐下ꎬ
叶启芳开始着手从头翻译该书的全部内容ꎮ① 随后ꎬ 在 «社会斗争通史» 的总书

名下ꎬ 由神州国光社陆续出版了五分册ꎬ 即 «古代社会斗争史» «中世纪社会斗

争史» «近代农民斗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 «近代社会斗争与社会思想» «现代社

会斗争史»ꎮ １９３６ 年ꎬ 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 Ｍ Ｂｅｅｒ 原著、 汤澄波译的 «英国社

会主义史» 二卷本ꎮ 此外ꎬ 还有丘哲翻译的日本学者久保田明光原著的 «社会

主义思想之史的解说» (启智书局ꎬ １９２９)、 何飞雄和黄尊三分别翻译的美国学

者伊利 (Ｒ Ｔ Ｅｌｙ) 的 «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２) 和 «近世

社会主义论»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６)ꎬ 以及汤浩翻译的英国乔治宾森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ｅｎｓｏｎ) 的 «英国社会主义史» (民智书局ꎬ １９２９) 等ꎮ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人自撰社会主义思想史代表作品分析

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ꎬ 对社会主义误读、 曲解甚至诋毁的

言论也开始甚嚣尘上ꎬ 以致连社会主义主张 “公妻” 这种 “毫无常识的话ꎬ 却

有许许多多人说ꎬ 许许多多人相信”ꎮ② 为了澄清是非和矫正思想界的混乱ꎬ 梅

生特意编著了 «社会主义浅说» (新文化书社ꎬ １９２３)ꎮ «社会主义浅说» 以 “什
么是社会主义” 为主线ꎬ 着重阐释了马克司主义、 修正派社会主义、 工团主义、
无政府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 布尔雪维克主义等流派ꎬ 开启了国人自撰社会主

义思想史的先河ꎮ １９２４ 年ꎬ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倬章撰写的 «社会主义史»ꎬ 共

分七章ꎬ 依次为 “理想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 “科学社会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际的运动” “社
会主义的原理”③ꎬ 大致梳理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发展的脉络ꎬ 是国人自撰社会主

义思想史的奠基之作ꎮ 之后ꎬ 又陆续出版了几部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的专著ꎬ 如

赵兰坪 «社会主义史»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８)、 熊得山 «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
(新生命书局ꎬ １９２９)、 吴黎平 «社会主义史» (上海南强书局ꎬ １９３０)、 华超

«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３０)、 王德周 «社会主义史大纲» (益
群学社ꎬ １９３３)、 刘炳藜 «社会主义史纲»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３４)ꎬ 沈嗣庄 «社会主

义新史»(青年协会书局ꎬ １９３４) 以及陶大镛 «社会主义思想史» (士林书局、 三

联书店、 上海书店ꎬ １９４９) 等ꎮ 其中ꎬ 吴黎平和陶大镛的著述ꎬ 新中国成立初期

又进行了修订和再版ꎬ 此不赘述ꎮ
时人就曾指出: 赵兰坪的 «社会主义史» 著述ꎬ 极有可能是 “著者平常上

讲堂时所常携带的讲义”ꎬ 并批评该书的内容 “不过略述各派社会主义的理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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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Ｂｅｅｒ: «英国社会主义史»ꎬ 汤澄波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梅生: «社会主义浅说»ꎬ 新文化书社 １９２３ 年版ꎬ 第 ６ 页ꎮ
孙倬章: «社会主义史»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４ 年版ꎬ 第 １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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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ꎬ 而未稍注意于各派社会主义的运动ꎬ 乃竟称之曰社会主义史ꎬ 未免失

当”①ꎮ 该书由八章构成ꎬ 包括 “社会主义概说” “初期的社会主义” “一八四八

年法国的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 “马克斯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 “工团

主义” “布尔什维主义”ꎮ 其缺陷则正如著者自己所说ꎬ 各流派社会主义产生的

社会历史背景及其连带关系ꎬ“在这本小书里面ꎬ 没有地位ꎬ 可以分别讨论”②ꎮ
熊得山 «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 的写作主旨ꎬ 尽管是 “为一般初学者指示途径ꎬ
并不是向专门研究社会科学者供给一个贵重的贡献”ꎬ 但该书确是 “一本社会主

义思想略史” 的著述ꎮ③ 该书由十章组成ꎬ 包括 “序说” “空想的社会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 “政治社会主义 (拉塞耳主义) ” “科学的社

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与修正派” “工团主义与 Ｉ Ｗ Ｗ ” “基尔特社会主义”
“多数派主义”ꎮ 华超 «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 一书由 “绪论” “本论” 两篇九

章构成ꎬ “绪论” 四章分别阐释了社会主义的定义、 起源、 派别及其与他种主义

的比较ꎬ“本论” 五篇则依次叙述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ꎬ 尤侧重于俄、 德、 英、
美、 法、 日等国ꎬ 内容多取材于已出版的汉译作品ꎬ 诸如伊利 (Ｒ Ｔ Ｅｌｙ) «社
会主义与社会改良»、 塞利格曼 «经济史观»、 列德莱 «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
以及胡汉民译 «社会主义史» 等ꎮ④ 对于刘炳藜 «社会主义史纲» 一书ꎬ «申
报»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所作广告简介道: 该著 “述历代的社会主义的演进以

及最近各派社会主义的争斗ꎬ 自柏拉图的共和国ꎬ 经摩尔的乌托邦ꎬ 以至近代空

想的社会主义ꎬ 马克思主义ꎬ 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

等ꎬ 均叙述无遗”ꎮ 而蔡元培为沈嗣庄 «社会主义新史» 所作的 “序” 中说ꎬ 该

著 “详人所略ꎬ 侧重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关系ꎬ 使读者公认此种运动 (指社会

主义运动———引者注)ꎬ 为人类普遍的要求ꎬ 而决非一学派之所杜撰ꎬ 则其对于

社会主义之研求ꎬ 将益增兴趣”⑤ꎬ 其内容包括 “圣经中的社会主义” “自教父至

谟耳间的社会主义” “乌托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波尔雪维克主义”
“无政府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 等ꎮ

在此ꎬ 应特别指出的是ꎬ 王德周 «社会主义史大纲» 是一部 “站在群众的

立场”⑥ 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书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专著ꎮ 该书一开始就用近

一半的篇幅ꎬ 分两章概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ꎬ 并指出: “马克斯和

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ꎬ 他并不由道德方面ꎬ 攻击资本家ꎬ 也并不攻击资本

制度ꎬ 不过分析它的内部ꎬ 说明它的矛盾ꎬ 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的崩溃ꎬ 这是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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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士: «社会主义史 (赵兰坪撰述) »ꎬ «新月» 第 ２ 卷第 １ 号ꎬ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ꎮ
赵兰坪: «社会主义史»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８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参见刘英士: «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 (熊得山著) »ꎬ «新月» 第 ２ 卷第 ３ 号ꎬ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ꎮ
参见华超: «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９ 年版ꎬ 第 １ ２ 页ꎮ
沈嗣庄: «社会主义新史»ꎬ 青年协会书局 １９３４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王德周: «社会主义史大纲»ꎬ 益群学社 １９３３ 年版ꎬ 第 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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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地方ꎮ”① 此外ꎬ 该书还单列一章ꎬ 从十一个方面详细介

绍了列宁的生平、 著述和主要活动ꎬ 以及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如列宁的国家观、
过渡时期理论、 农民问题、 民族问题、 战略策略问题等ꎮ

三、 新中国初期: 旧译本重校是最鲜明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ꎬ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时期ꎬ 并于 １９５６ 年底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

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动员、 组织和改造的作用ꎬ 社会主义思

想史研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ꎮ 这一点ꎬ 在黄志顺所译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书的 “内容提要” 中得到充分体现: “本书简要

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特点及其改造作用ꎬ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务及其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ꎻ 阐明了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时ꎬ 提高劳动人民的共产

主义觉悟ꎬ 反对资本主义遗毒ꎬ 反对旧的观点、 思想和理论ꎬ 反对个人崇拜ꎬ 反

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性ꎮ”② 以此为契机ꎬ 三联书店分别于 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５２ 年再版吴

黎平 «社会主义史» 和陶大镛 «社会主义思想史»ꎮ 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５９ 年ꎬ 三联书

店和商务印书馆又分别出版了 Ｍａｘ Ｂｅｅｒ «社会主义通史» (嘉桃、 启芳译) 和

«英国社会主义史» (何新舜译) 的重译本ꎮ «英国社会主义史» 重译本 “序言”
指出ꎬ 该书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点ꎬ 一是比较有系统地叙述了从中古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英国历史发展各个阶段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ꎻ 二是书中实际材料

十分丰富ꎬ 但其基本缺点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性ꎮ③ 也就是说ꎬ 伴随

着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ꎬ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编写新的社

会主义思想史著作ꎬ 就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ꎮ
为此ꎬ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５６ 年出版了陶大镛 «社会主义思想史略»ꎮ 这一版

本几乎是把旧版 «社会主义思想史» “全书改写一遍”④ 的 «社会主义思想史

略»ꎬ 曾被错误地评价为 “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ꎬ 但却偷运修正主义的货

色”⑤ꎮ 尽管这一评价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ꎬ 但从国人关注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发

展历程看ꎬ 将社会主义思想史等同于一部人类文明史ꎬ 即 “社会主义史是人类一

部历史ꎬ 它是被社会改造者们ꎬ 用斗争和鲜血构成的”⑥ꎬ 进而将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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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周: «社会主义史大纲»ꎬ 益群学社 １９３３ 年版ꎬ 第 ９７ 页ꎮ
[苏] 康士坦丁诺夫: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ꎬ 黄志顺译ꎬ 时代出版

社 １９５５ 年版ꎬ 版权页ꎮ
[德] 马克斯比尔: «英国社会主义史»ꎬ 何新舜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５９ 年版ꎬ 第 ３ ４ 页ꎮ
陶大镛: «社会主义思想史略»ꎬ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 第 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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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ꎬ 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共识ꎮ
否则ꎬ 很难想象ꎬ 他们会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翻译、 写作和出版有关社会主

义思想史方面的作品ꎮ 就此而言ꎬ 李学昆对 «社会主义思想史略» 的评价是中

肯的ꎬ 即深刻指出了该著并没有着力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过程给描述

出来ꎮ① 进一步说ꎬ 李学昆明确提出了撰写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即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写作任务ꎮ 但遗憾的是ꎬ 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却一度

中断ꎮ

四、 改革开放新时期: 学科确立带来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思想史被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ꎬ 起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其标

志性事件是全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会于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至 １８ 日在北京召开

了成立大会和首次学术讨论会ꎮ 之后ꎬ 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丰

硕成果ꎬ 最为显著的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为主导ꎬ 带动了社会主义思

想史的分支如社会主义运动史、 发展史、 流派史、 制度史、 经济思想史、 政治学

说史等领域的研究ꎮ

(一)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异军突起

刘佩弦主编的 «科学社会主义史纲» (１９８３) 是奠基之作ꎬ 该书共分为八

章ꎬ 前四章论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ꎬ 包括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到 １９ 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到进一步完

善和发展这一学说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ꎻ 后四章论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

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情况ꎬ 包括从 １９ 末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ꎬ 列宁在俄国

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创造性发展ꎬ 以及斯大林对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发展的历史ꎮ 之后ꎬ 陆续又出版了湖北省党校系

统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编写组编写的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简编» (１９８６)、 «科学

社会主义的诞生与成熟» (张式谷ꎬ １９８６)、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 (马啸原ꎬ
１９９０)、 «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发展» (荣长海ꎬ １９９２)、 «科学社会主义发

展史» (罗昭义ꎬ １９９７)ꎬ 以及宋士昌主编的 «科学社会主义通论» (２００４) 等教

材和研究专著ꎮ

(二) 空想社会主义史论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系统地从思想史上阐明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ꎬ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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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学昆: «评介 “社会主义思想简史” »ꎬ «读书» １９５６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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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史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ꎬ 正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ꎮ 李凤鸣的 «空
想社会主义思想史» (１９８０) 开风气之先ꎮ 贯穿该书的思想主线是空想社会主义

思想的发展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阶级矛盾的深化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

成长相一致的ꎮ 在该著中ꎬ 作者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划分三个阶段并指出:
１６ １７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描绘ꎬ 还流于单纯的幻想ꎻ １８ 世纪

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诸重要原理ꎻ １９ 世纪初ꎬ 圣西门、
傅立叶、 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像其先驱者那样从对社会不平等的抨击中得

出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结论ꎬ 而是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高度出发ꎬ 主张用现

有的生产力改善无产者的处境ꎮ① 此外ꎬ 作者还细致发掘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

因素ꎬ 阐明了其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ꎬ 但又严格从原则上将二者区分开

来ꎮ 之后ꎬ 又陆续出版了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 (１９８１)、 «近代西欧空想社会

主义» (杨宏禹等ꎬ １９８９)、 «空想社会主义比较论» (王兰垣等ꎬ １９９１)ꎬ 特别是

许耀桐 «新世界的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分析» (１９９５) 以 “新世界的思想” 体

系即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重点ꎬ 分经济、 政治、 文化三篇 １４ 个专题ꎬ 全

面探索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各个理论观点ꎬ 着力阐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框架结构ꎬ
并梳理了其理论观点的演进及其发展脉络等内容ꎮ

(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通史性著作成为主导

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ꎬ 为适应教学和科研的迫切需

求ꎬ １９８５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了陶大镛的 «社会主义思想简史»ꎮ 而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的十几年间ꎬ 陆续出版了十余本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的教

材和著作ꎬ 如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社会主义思想史» 编写组编

写的 «社会主义思想史» (１９８４)、 华东七省市 «社会主义思想史» 编写组编写

的 «社会主义思想史» ( １９８５)、 高放和黄达强主编的 «社会主义思想史»
(１９８７)、 杨嘉靖和杨光彦主编的 «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简编» (１９８８)、 王永江的

«社会主义思想史新论» (１９８９)、 萧贵毓和张海燕主编 «社会主义思想史纲»
(１９９８)、 蒋建新主编的 «社会主义思想史»(１９９９)、 荣长海和董四代编著的 «社
会主义思想史»(２０００)、 冯秀珍的 «社会主义发展史纲»(２００２) 等ꎮ 其中ꎬ 王永

江所著 «社会主义思想史新论» 侧重于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观点出

发研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ꎬ 主张社会主义思想史应按社会历史分期来划分ꎬ 而

每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ꎮ 全书共分 １３ 章ꎬ 从古希腊的公有思想写起ꎬ 一直

梳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ꎬ 较为丰富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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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凤鸣: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ꎬ 第 ３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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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会主义流派史等新兴学科崭露头角

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戴清亮等编著的 «社会主义学说史» (１９８７)、 黄万

啭编著的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及其流派思潮简介» (１９８７)、 余文烈主编的 «当
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 (２０００)、 马健行编著的 «２０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２００３)、 徐觉哉的 «社会主义流派史 (修订本) » (２００７)、 杨群红 «社会主义

政治思想史» (２０１０)、 蓝瑛主编的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 (２０１４)ꎬ 以及李典

军等编著的 «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研究»(２００３) 和 «国外社会主义农政思想史»
(２００９)ꎮ 此外ꎬ 法国学者亚历山大泽瓦埃斯的 «一八七一年后的法国社会主

义» (１９８３)、 曹松豪翻译的 «法国社会主义简史» (１９９２)、 罗徽武的 «法国近

代社会主义思想史» (１９９３)、 陆镜生的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 (１９８６)、 陈慧

平翻译的 «美国社会主义传统» (２０１３)、 雷虹艳的 «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思

潮» (２０１８) 等ꎬ 则是社会主义国别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作品ꎮ
此外ꎬ 几部翻译作品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ꎬ 如美国学者卡尔兰道尔的

«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 (上下卷ꎬ ３ 册ꎬ １９９４)ꎬ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 历

史学家让饶勒斯的 «社会主义史: 法国革命» (第一卷ꎬ 制宪议会ꎬ 上下册ꎬ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５)、 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的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上下册ꎬ
２００８)、 波兰学者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三卷本ꎬ
２０１５)ꎬ 等等ꎮ

五、 新时代: 平稳中持续健康理性发展

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以后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ꎬ “历史终结论” 一

度甚嚣尘上ꎮ 在这一关键时刻ꎬ 邓小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世界上赞成马克思

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ꎬ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ꎮ”① 随后ꎬ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ꎮ 它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次彻底的

重大转向ꎬ 由此重新回到原典去思考和回答到底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怎样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等理论和实

践问题迫在眉睫ꎬ 从而带动我国学界掀起 “走进马克思” “走近马克思” “回到

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 的学术热潮ꎮ 进入新时代ꎬ 先后以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 «共产党宣言» 发表 １７０ 周年、 列宁诞辰 １５０ 周年、 恩格斯诞辰 ２００ 周年

为契机ꎬ 特别是在 “四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背景下ꎬ 学术界又掀起了一股社会

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热潮ꎬ 相关学术期刊文章可谓汗牛充栋ꎬ 此不赘述ꎮ 而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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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就有十几部ꎬ 如 «社会主义发展史纲»(叶庆丰、 白平浩主编ꎬ ２０１１)、 «社
会主义通史» (王伟光主编ꎬ ２０１１)、 «列宁、 卢森堡、 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主义»
(贾淑品ꎬ ２０１３)、 «卡尔考茨基的生平与思想研究» (苏颖ꎬ ２０１３)、 «世界社

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 (高放主编ꎬ ２０１４)、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 (曾
长秋编著ꎬ ２０１４)、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党员干部读本) » (中共中央宣传部

理论局ꎬ ２０１４)、 «卡尔考茨基及其中派主义» (张玉宝ꎬ ２０１４)、 «伯恩施坦修

正主义研究» (曾瑞明ꎬ ２０１６)、 «第二国际思想家若干重大理论争论研究» (方
章东ꎬ ２０１７)、 « “同时胜利论” 与 “一国胜利论” 比较研究» (杨贵颖等ꎬ
２０１７)、 «托洛茨基研究» (陈秋霞ꎬ ２０１８)、 «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编年史» (闫志民

等主编ꎬ ２０１８)、 “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 (高放主编ꎬ ２０１８)、 «第二国际的理论

争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 (刘雅琪ꎬ ２０１９)、 «恩格斯思想年编» (姜辉等ꎬ
２０２０)、 «科学社会主义前史导论» (刘海涛ꎬ ２０２１)、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 (本
书编写组ꎬ ２０２１)ꎬ 等等ꎮ

其中ꎬ 刘海涛的 «科学社会主义前史导论» 是对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 第一章的扩写ꎬ 其上限追溯到古代世界的文化传统ꎬ 下限延伸到

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 １８９１ 年出版的 «乌有乡消息»ꎬ 而之所以把空想社会主义

的产生发展称作 “前史”ꎬ 就是为了突出 “社会主义” 而不是 “空想”ꎬ 突出

“先驱者” 而不是 “空想家”ꎮ 王伟光主编的 ８ 卷本 «社会主义通史» 是我国第

一部系统全面阐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的著作ꎬ 该著紧扣 “什么是社会主

义ꎬ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主题ꎬ 围绕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历史顺序、 社

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逻辑顺序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顺序三条主线ꎬ 坚持逻辑

与历史相统一、 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ꎬ 叙述了五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从空想到科学、 从理想到实践、 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 由高潮走向低潮以及

在低潮中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ꎮ 高放主编

的 “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 由四本书构成ꎬ 第一部 «社会主义思想: 从空想到

科学 (１５１６ １８４７) » 着重展现了 “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ꎬ 以莫尔、
康帕内拉、 圣西门、 傅立叶、 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变动为线索ꎬ 梳理和分析

了社会主义空想阶段的发展特色ꎻ 第二部 «社会主义运动: 从理论到实践 (１８４９
１９１７) » 集中展现了马克思、 恩格斯如何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ꎬ 从理

论到实践的拓荒之路ꎻ 第三部 «社会主义制度: 从一国到多国 ( １９１７
１９９１) » 展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由一国到多国的情状与特点ꎻ 第四部 «社会主义

革新: 从地区到全球 (１９９１ ２０１３) »ꎬ 以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为根

基ꎬ 展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全新面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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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晚清民国中国知识界把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追溯到柏拉图 «理想国»ꎬ 其

主流观点倾向于把社会主义思想史等同于人类文明史ꎬ 并以此论证社会主义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ꎮ 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视为社会主义思想史长河中的

一个阶段ꎬ 从一开始就确认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贡献ꎬ 甚至

一度将恩格斯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转译为 «理想社会主义与

实行社会主义»ꎮ 因此可以说ꎬ 他们意识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诞生以后人类

真正开始进入社会主义运动时代ꎬ 并以此论证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前途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ꎬ 党和国家提出了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撰社会主义思想史ꎬ 进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

历史任务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 在探索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

中ꎬ 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迎来了大发展时期ꎬ 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为主

导ꎬ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 社会

主义流派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脱颖而出ꎬ 从而深化和拓展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研

究领域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的命题被明确提出ꎬ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 “两个结合” 的新论断ꎬ 提出了加强中国

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时代课题ꎮ 尽管这一领域在民国时期就有人涉足①ꎬ 在

“四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背景下ꎬ 接续、 拓展和深化社会主义中国史研

究ꎬ 加强和提升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ꎬ 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一个新

的学术增长点ꎮ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 Ｍｅｎｇｒｕｉ　 Ｌｕ Ｆａｑ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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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坚壁: «社会主义中国史»ꎬ 社会科学研究会 １９３２ 年版ꎮ 该书由绪论和主体四章构成ꎬ 绪论阐述

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改造问题ꎬ 内容侧重于经济制度的发展而不是依朝代叙史ꎬ 主体四章内容依次为太古

氏族共产时代、 封建时代、 商业资本时代及帝国主义统治时代ꎬ 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意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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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与回归: 基于行政发包制的社区文化治理研究

刘彦武∗

【摘　 要】 我国社区的功能定位是基层自治组织ꎬ 同时被赋予了基层政府行政职

能的延伸ꎬ 服务于社区居民ꎮ 在社区文化治理中ꎬ 如何正确处理国家

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与上级政府项目激励机制的关系ꎬ 如何正确处理社

区居民闲暇性的日常生活文化与引领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ꎬ
这是社区文化发展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ꎬ 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ꎮ 只

有坚持辩证思维ꎬ “执其两端而用其中”ꎬ 坚持系统观念ꎬ 做到互动与

平衡ꎬ 而不是把两者对立与割裂开来ꎬ 才能回归社区文化治理的本来ꎮ
这就要求强化系统观念与工作统筹ꎬ 促进社区文化自治与公共文化服

务相统一ꎻ 发挥社区党建示范引领作用ꎬ 加强党对社区文化治理的领

导权ꎻ 扩大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治理的渠道与机会ꎬ 在服务社会中增强

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ꎻ 界定权力和行为边界ꎬ 赋予社区文化治理自主

行动能力ꎮ
【关键词】 社区ꎻ 文化治理ꎻ 行政发包制ꎻ 系统观念

社区虽处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末梢ꎬ 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 事关治理功效与

治理目标的实现ꎮ 在实际生活中ꎬ 社区居委会是作为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存在ꎬ 同

时又被赋予基层政府行政职能ꎬ 这种边缘化困境使社区的角色与职能较为尴尬、
模糊ꎮ 其体现在社区文化治理上ꎬ 是根据自治定位大力发展居民日常文化ꎬ 满足

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ꎬ 还是仅仅响应基层政府的发包项目ꎬ 满足上级政府的各项

考评? 二者之间的张力使社区文化发展出现矛盾与偏差ꎮ 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

系ꎬ 成为当前社区文化治理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ꎬ 也是基于行政发包制研究社区

文化治理的起点和落脚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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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彦武ꎬ 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教授ꎬ «党政研究» 常务副主编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
文化经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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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区文化治理及文献回顾

从实践来看ꎬ 社区文化治理是文化治理的基层实践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一些

研究中的社区文化治理ꎬ 文化作为治理工具 (ｇｏｖｅｒｎ ｂ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讨论的是发挥

社区文化的治理性功能ꎬ 社区文化治理成为一种建构社区公共精神的集体行动ꎮ
这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ꎮ 这里讨论的社区文化治理ꎬ 文化是治理的对象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ꎮ 它是以治理理论与文化权力思想为基础ꎬ 旨在建构合作

共治的主体架构ꎬ 借助市场与社会等多重机制ꎬ 实现社区文化的发展与进步ꎮ 社

区文化治理具有以下结构特性: 一是社区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ꎮ 社区文化治理

是政府、 市场、 社会与公民等主体的多中心协同参与过程ꎮ 二是社区文化治理机

制的三重性ꎮ 社区文化治理不再局限于利用行政机制ꎬ 还要运用市场机制和社会

机制ꎬ 促进社区文化发展ꎮ 三是社区文化治理行动的交往性ꎮ 社区文化治理是以

文化空间、 文化活动等为行动场域ꎬ 相关行动者在其间相互对话与交流ꎬ 不断培

育社区公共精神、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认同ꎮ 因此ꎬ 社区文化治理需要建构起政

府、 市场与社会并存的主体架构ꎬ 并推进主体间多中心协同合作ꎻ 同时ꎬ 还需要

在社区文化具体实践行动过程中ꎬ 发挥文化权力的治理功能ꎬ 建构社区的共同体

生活ꎮ①

理论上ꎬ 有学者认为社区文化治理研究需要从社区文化治理体制末梢研究、
政策工具研究、 平台工具研究、 治理方式研究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论述ꎮ② 类似

的研究可能有意无意间忽略了社区的政治定位ꎬ 把社区视为政府或政府的延伸ꎬ
与社区自治、 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的理论研究可能有些偏差ꎬ 与社区党建在文化

治理中的领导实际可能出现错位ꎮ 长期以来ꎬ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象征体系

和客观事实背离的现象: 一方面ꎬ 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ꎻ 另一方

面ꎬ 各级城市和街区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

体系ꎮ③

回到现实语境中ꎬ 基于居民社会文化需求实践的分析ꎬ 社区文化可分为回应

市民闲暇文化需求的日常性文化与回应社区精神文明和社会秩序需求的引领性文

化ꎬ 前者强调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和生活化特点ꎬ 后者强调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与仪

式性特征ꎮ④

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ꎬ 是基层政府的延伸ꎬ 还是合而为一的统一体?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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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李山: «社区文化治理: 主体架构与实践行动»ꎬ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王列生: «论社区文化治理的命题取向»ꎬ «文化软实力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郭伟和: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ꎬ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１ 期ꎮ
参见毛一敬: «农村文化建设实践路径的类型化分析———基于对农民文化需求实践的分析»ꎬ «重

庆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０ 期

文化治理是看国家的法律和规章制度ꎬ 还是看行政发包的具体清单和激励监督机

制? 是倚重社区居民闲暇的日常性文化ꎬ 还是依靠先进性的引领性文化? 这些都

是社区文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社区文化包括五大要素: (１) 文化参与者和传承者的居民群体ꎻ (２) 分布

在社区聚落内的文化设施、 设备和场所ꎻ (３) 社区与外界的物质和信息交换渠

道ꎻ (４) 与社区文化活动相配套的组织和制度ꎻ (５) 面向社区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ꎮ 社区文化治理虽是针对 “与社区文化活动相配套的组织和制度”ꎬ 但牵一发

而动全身ꎮ 社区文化治理既是静态的制度体制ꎬ 也是动态的机制与活动ꎬ 涉及社

区文化的诸多要素ꎮ 行政发包制是周黎安用以概括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各级政府

间关系、 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一个理论框架ꎬ 以此用来分析社区文化治理中社

区如何根据自身定位和居民的文化需求ꎬ 纵向上处理政府的引领性文化项目和活

动ꎬ 横向上完成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ꎬ 从而回归党建引领社区文化方向发

展的政治定位ꎮ①

二、 国家法律法规中的社区文化治理

社区文化因在社区治理中的交往性ꎬ 对培育社区精神、 社区社会支持网络与

社区认同具有重要作用ꎬ 因而党和国家一直重视社区文化建设 (见表 １)ꎮ 社区

治理毕竟是一种民主自治ꎬ 尽管承担一些公共管理职能却没有专项经费的落实ꎬ
只是规定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ꎮ 由此我们也看到ꎬ 社区文化治理过程就是政府、
市场、 社会与公民等主体的多中心协同参与的过程ꎬ 并且不再只靠过去的行政逻

辑来推进文化政策的贯彻落实ꎬ 而且要运用市场机制ꎬ 展开文化资源的生产、 流

动与消费ꎬ 还强调发挥社会机制ꎬ 促进社区文化民主化进程ꎮ

表 １　 我国法律、 法规对社区文化治理的相关规定

序号 时间 法律、 规章 相关内容

１
１９８９ 年

(２０１８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

民委员会组织法»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

２ ２０００ 年

中办国办转发 «民政部

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

区建设的意见»
繁荣社区文化

６０２

① 参见周黎安: «行政发包制»ꎬ «社会»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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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法律、 规章 相关内容

３ ２００６ 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

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

推进社区文化、 体育服务ꎬ 使政府公

共服务覆盖到社区ꎻ 鼓励并指导、 教

育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参与文化进社

区活动ꎻ 指导志愿组织和志愿人员开

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４ ２０１０ 年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加

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

委员会建设的意见»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ꎻ 协助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

文化体育工作ꎻ 建立有效承接社区管

理和服务的群众文化委员会

５ ２０１３ 年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

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

的意见»

引导和培养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公共生

活和社区事务ꎬ 加强社区居民能力建

设ꎬ 增强社区发展能力ꎬ 建立健全社

区支持网络ꎻ 组织社区居民实现自助、
互助和社区自治ꎬ 形成理性平和、 宽

容接纳、 诚信友爱、 平等尊重的居民

关系ꎬ 增强社区凝聚力、 归属感和人

文关怀ꎬ 促进社区文明、 和谐与稳定

６ ２０１５ 年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加

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

协商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居

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 公益事业ꎻ
党和政府部署在社区的重点工作落实

７ ２０１７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

的意见»

大力发展文体娱乐活动的社区社会组

织ꎻ 做好与社区居民利益相关的文化

体育公共服务事项ꎻ 合理规划建设文

化自助服务设施ꎻ 推动机关企事业单

位面向社区开放文化教育体育设施ꎻ
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内容整理ꎮ

下面结合社区文化治理的行政、 市场、 社会三重逻辑ꎬ 来分析成都市同德社

区在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ꎬ 归纳其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积累的重要经验ꎮ
成都市同德社区位于青羊区府南街道ꎬ 辖区占地面积约 ０ ４２ 平方公里ꎬ 有

居民院落 １７ 个ꎬ 居住人口 １ ５ 万余人ꎬ 是城市老居民院落与商住小区共存的复

合型小区ꎮ 社区党委整合服务资源ꎬ 紧紧围绕 “大党建促大和谐” 主题ꎬ 以共

驻共建区域化党建为抓手ꎬ 通过组建涵盖 １５ 家单位的区域化党建理事会ꎬ 充分

整合辖区各类服务资源特别是金沙遗址、 西南财经大学和财经书城等文化资源ꎬ

７０２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０ 期

综合打造休闲绿化广场、 全民健身路径等社区活动场地ꎬ 切实增强社区党组织的

服务功能ꎻ 搭建服务平台ꎬ 统筹建设集 “六站一室” 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机构ꎬ
积极创办社区党校、 市民学校、 社区图书馆等教育基地ꎬ 创新构建信息数字社

区、 社区便民服务网等信息化平台ꎬ 主动对接社区居民群众的各项服务需求ꎬ 让

居民群众不出社区就可以直接享受各类公共服务ꎬ 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网络零距

离享受社区便民服务ꎮ
作为成都市的 “明星社区”ꎬ 同德社区 ２０２０ 年度开展了 １６ 项文体活动 (见

表 ２)ꎬ 受疫情影响前半年暂停ꎮ 通过分析ꎬ 同德社区文化治理体现出以下几个

特点: 一是充分发挥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ꎬ 偶尔也使用了市场的手段ꎻ 二是公

益讲座与专业培训的形式和内容受到居民欢迎ꎬ 参与度高ꎻ 三是主题鲜明ꎬ “喜
迎大运会” “非遗进社区” 等鲜明体现了成都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点ꎮ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度成都同德社区文化活动

序号 时间 文化活动 参与主体

１ ２０２０￣０１￣１７
同德社区新春公益集市游园

活动

社 区、 东 坡 诗 社、 志 愿 者、
居民

２ ２０２０￣０７￣０９
同德社区开展 “Ｆ Ｓ Ｃ” ———儿

童欢乐淘
社区、 学生、 居民

３ ２０２０￣０７￣１７
“喜 迎 大 运 会 　 乐 享 青 羊

美” ———柔力球健身运动
社区、 教练 (志愿者)、 居民

４ ２０２０￣０８￣０５
全民健身日——— “律动青春”
健身操运动

社区、 教练、 居民

５ 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非遗文化走进同德社区———版

画印染体验活动
社区、 画师、 居民

６ ２０２０￣０９￣０６ 同德社区文创达人秀
社区、 同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达人、 居民

７ ２０２０￣０９￣１８
“喜迎大运会　 活力最青羊” 羽

毛球培训活动
社区、 教练、 居民

８ ２０２０￣１０￣１０ 坝坝电影进社区 社区、 市总工会、 居民

９ ２０２０￣１０￣１６
同德社区 “天天乐自组织服务

队” 成立 ２０ 周年庆文艺汇演
社区、 自组织、 居民

１０ ２０２０￣１０￣１９
“传承非遗　 助力大运” 之面人

教学活动

社区、 青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非遗传承人、 居民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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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文化活动 参与主体

１１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
同德社区 “邂逅美丽ꎬ 优雅绽

放” ———护肤篇

社区、 桃树下社会服务中心、
培训师、 居民

１２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
同德社区 “读书漂流ꎬ 共享书

香” 阅读沙龙

社区、 桃树下社会服务中心、
社工、 志愿者、 居民

１３ ２０２０￣１１￣２３
同德社区 “冬季养生” 公益

讲座
社区、 医生 (志愿者) 居民

１４ 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爱成都迎大运———我运动
我快乐

社区、 关爱路社会服务中心、
居民

１５ ２０２０￣１２￣１８
“爱上阅读ꎬ 心拥智慧” 阅读

沙龙

社区、 桃树下社会服务中心、
居民

１６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文艺家进社区” 之四川非遗传

统文化进我家活动
社区、 非遗传承人、 居民

　 　 资料来源: 成都市青羊区府南街道同德社区网站 “文化活动”ꎬ ｈｔｔｐ: / / ｊｃｐｔ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ｇｏｖ ｃｎ /
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ｑｕ / ｔｏｎｇｄｅｓｈｅｑｕ / ３００１０５/ ｆｗｆｚ ｈｔｍｌ? ｍｏｒｅ＝ｗｈｈｄｍｏｒｅ＿ ０ ｈｔｍｌ＆＃ꎮ

三、 行政发包制条件下社区文化治理的背离

当前政府、 社会分别从两个向度介入社区文化治理ꎬ 一是纵向的行政发包制ꎬ
中央政府通过 “从上到下” 的科层制派发文化资源ꎻ 二是横向的分类控制机制ꎬ
融合工青妇群团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ꎬ 通过横向合作形成社区文化治理

的分类控制体系ꎮ 前者因拥有文化领导权而占有优势ꎬ 后者居于劣势地位ꎮ 而除了

少数明星社区外ꎬ 绝大多数社区无力聚集和吸附上述两个方向上的资源ꎬ 文化治理

最终只能 “悬浮” 在区街政府的会议传达、 表格填写等文本性表达上ꎮ①

周黎安认为ꎬ 当下地方政府间关系可以概括为行政发包制ꎬ 也就是说在行政

科层结构的统一权威之中ꎬ 纳入了一个准市场化的内部发包制ꎮ 它具有如下特

征: 第一ꎬ 在行政权分配上ꎬ 委托人拥有正式权威和剩余控制权ꎬ 而承包方则被

授予执行权和决策权ꎻ 第二ꎬ 在经济激励上ꎬ 承包方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强激励机

制安排ꎻ 第三ꎬ 其内部控制不是科层制应该采取的程序和规则控制ꎬ 而是一种结

果导向的、 人格化的责任机制ꎬ 这就导致承包方拥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ꎮ②

９０２

①

②

参见廖青虎等: «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机制———控制权共享机制»ꎬ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周黎安: «行政发包制»ꎬ «社会»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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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政发包制来分析基层文化治理的矛盾与背离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理论分析

框架ꎮ 在行政发包制的分析框架下ꎬ 虽然上级政府保留着最终的控制权ꎬ 通过审

批机制、 考核机制和任免机制等来控制下级承包方的行动ꎬ 这种治理模式对于基

层政府集中力量完成一件大事是非常有效的ꎮ 然而ꎬ 这种政府治理模式如果面对

的是多部门、 多任务的公共事务问题ꎬ 就会出现如何调动各个部门完成多个任务

目标的难题ꎮ 调研中发现ꎬ 成都某社区挂有 ３９ 个上级政府延伸的服务项目牌子ꎮ
如此多的任务ꎬ 按照规则和程序办事往往是完不成目标的ꎬ 而需要集中资源和精

力来完成多个任务ꎬ 但是承包方的时间和注意力是受约束的ꎬ 所以只能根据委托

方的发包任务进行优先排序和行动取舍ꎮ 这就导致基层社会的非均衡治理ꎮ 仔细

梳理可以发现ꎬ 这种非均衡治理ꎬ 一是体现在不同社区治理能力的非均衡发展ꎮ
明星社区、 样板社区就比一般社区承包项目的机会与渠道要多得多ꎬ 出现基层治

理的马太效应ꎬ 强者恒强ꎬ 弱者恒弱ꎮ 二是基层不同的公共事务的非均衡发展ꎮ
公共文化事务ꎬ 相比于其他硬任务ꎬ 体现为软实力ꎬ 治理绩效缓慢ꎬ 无法执行行

政发包制的收入分成激励政策ꎬ 因此在压力型体制下ꎬ 基层政府在社区文化治理

上缺乏建设驱动力ꎬ 只是为了应付上级考核ꎬ 留下一些所谓的 “台账”ꎮ 社区仪

式性规范性的引领性文化因发包任务优先而被重视ꎬ 而社区居民日常性文化却由

于发包任务排序靠后往往受冷落ꎬ 导致基层文化治理失衡ꎮ 这告诉我们ꎬ 基层社

会治理的具体效能不是受一般制度和规则的均衡调节ꎬ 而是受具体的行政发包的

任务目标排序和相应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的影响ꎮ 在政府重视和能够激励社区竞争

的事务领域ꎬ 就能实现治理效能的提高ꎬ 反之ꎬ 就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 挂在口

头上ꎬ 出现名不副实的背离现象ꎮ
社区出现的非均衡治理ꎬ 除了行政发包制的影响外ꎬ 也与社区政治定位的背

离有很大关系ꎮ 研究发现ꎬ 当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双重背离: 第一ꎬ 国家的

立法和中央的文件都规定城市居委会是一种居民自治组织ꎬ 应该实行居民自治和

协商民主ꎻ 第二ꎬ 各个地方城市街区政府在实际政策落实中ꎬ 都是选择性执行相

关文件中提出的社区公共管理职能ꎬ 促进居委会成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ꎬ 或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社区专业服务ꎬ 但是并不支持社区居委会的自我管理和自

我服务职能ꎮ① 的确如此ꎬ 现实生活中的社区在管理体制上走上了一站式窗口

化、 规范化公共管理服务道路ꎬ 日益淡化了居民自治的性质ꎬ 这与现行的中央文

件依然强调社区民主自治的精神是不相符的ꎮ 社区居委会工作者的行动角色是社

区自治组织的人员ꎬ 还是街区招聘的具有专业社会工作资格水平的职业社区工作

者? 他们应该对投票选举他们的社区居民负责ꎬ 还是向聘任他们的街道办事处交

代? 按行政发包制的理论ꎬ 这要看谁掌控着资源ꎬ 并能施加实际的监督激励权ꎮ
在实际运行中ꎬ 因社区治理的具体业务涉及居民动员和居民关系的协调ꎬ 社区居

０１２

① 参见郭伟和: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ꎬ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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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又不能完全按照规范化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社区管理ꎬ 必须发展居民关系和人

情网络ꎬ 培养积极分子ꎬ 通过社区人情机制来完成任务ꎬ 从而又偏离了街区政府

行政吸纳的趋势ꎮ

四、 互动与平衡: 社区文化治理的回归

社区在功能上是走向自治还是行政管理? 社区文化治理中是引领性文化主导

还是日常性文化主导? 这都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ꎮ 只有坚持辩证思维ꎬ “执其

两端而用其中”ꎬ 坚持系统观念ꎬ 做到互动与平衡ꎬ 而不是把两者对立与割裂开

来ꎬ 才能回归社区文化治理的本来ꎮ

(一) 强化系统观念与工作统筹ꎬ 促进社区文化自治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统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ꎬ 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ꎬ
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ꎬ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ꎬ 经济社会发

展中矛盾错综复杂ꎬ 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ꎬ 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

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ꎮ”① 可见系统观念是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ꎮ 当

前ꎬ 面对社区发展中出现的自治空间越来越狭小、 行政化态势越来越强烈的问

题ꎬ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与工作统筹ꎬ 从理论高度谋划和解决社区发展中错综复杂

的矛盾ꎬ 全面协调推动社区文化治理工作ꎮ
一是遵循系统的耗散结构特性ꎬ 推动社区文化迈向新的发展ꎮ “依据耗散结

构理论ꎬ 有机系统是开放的ꎬ 系统只有在对外开放条件才能产生 ‘负熵’ꎬ 以此

抗拒 ‘熵增’ꎮ” “经济社会系统是开放的、 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之中ꎬ 其整体性和

协同性依赖于内嵌单元要素在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的聚集调整和相互作用ꎮ”②

当前社区发展ꎬ 增加了一些公共服务能力ꎬ 这给社区内部系统带来些调整和变

化ꎮ “系统在有序和无序之间会出现一个临界点ꎬ 这个临界点通过 ‘涨落’ 来触

发ꎬ 之后就跃迁到新的结构形态ꎮ”③ 社区文化自治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是不相

矛盾的ꎬ 社区文化自治程度高ꎬ 有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ꎻ 社区公共文化服

务效果好ꎬ 反过来也能帮助改善社区文化自治状况ꎬ 推动社区文化迈上一个新台

阶ꎮ 当前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社区文化发展的规律ꎬ 树立辩证思维ꎬ 准确识变、 科

学应变、 主动求变ꎬ 善于在变局中开新局ꎬ 抓住机遇ꎬ 趋利避害ꎬ 奋勇向前ꎮ
二是遵循系统的非平衡态分布特性ꎬ 促使社区文化治理达到平衡ꎮ “在物理

学的意义上ꎬ 平衡态与非平衡态指的是: 对于某个物理量ꎬ 在系统内部各处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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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ꎬ 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５６ 页ꎮ
徐浩然: «坚持系统观念的理论逻辑»ꎬ «学习时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４ 日ꎮ
徐浩然: «坚持系统观念的理论逻辑»ꎬ «学习时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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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分布ꎬ 则称系统在宏观上呈现出的完全均匀状态为系统的平衡态ꎻ 反之ꎬ 则为

非平衡态ꎮ 这些物理量可以是温度、 密度等ꎮ” “系统在远离平衡态时会产生一

种自发的动力ꎬ 使之趋近于平衡ꎮ”① 这样ꎬ 经济社会系统要素的非平衡态分布

是一种常态ꎬ 平衡态反而是一种理想ꎮ 不过ꎬ 非平衡态分布并不意味着系统结构

杂乱无章ꎬ 它同样也可以形成一种运转中的稳态ꎮ 上文分析到社区文化的非均衡

治理ꎬ 各社区文化发展不平衡ꎬ 社区内文化治理与市容治理、 社会综合治理等不

平衡是常态ꎬ 所以需要坚持系统观念ꎬ 统筹推进文化治理ꎬ 通过互动与均衡达到

社区文化治理的理想平衡态ꎮ

(二) 发挥社区党建示范引领作用ꎬ 加强党对社区文化治理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ꎮ “党政军民学ꎬ 东西南

北中ꎬ 党是领导一切的ꎮ”② 在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框架下ꎬ 党的领导就超越

了社区在功能上是国家代理人还是社区当家人的约束ꎮ 社区党建一方面要组织动

员社区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ꎬ 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ꎻ 另一方面ꎬ
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末梢ꎬ 还要协助政府将国家资源用于建设社区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ꎮ 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 凝聚群众和服务群众是政党建设的本质ꎮ 离开

社区党组织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ꎬ 仅仅强调为群众服务ꎬ 仅仅帮助群众ꎬ 不宣传

组织群众和凝聚群众ꎬ 就会造成社区治理的低效或失效ꎮ 因此ꎬ 在社区文化治理

过程中要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ꎬ 发挥社区党建的引领作用ꎮ
正如政府会失灵、 市场会失灵ꎬ 治理也会失灵ꎮ 社区文化治理也是有限度的ꎬ

其治理过程充满了各主体行为互动与利益协调ꎬ 只有当各方都持合作共治态度ꎬ 不

仅考虑各自组织的个体利益ꎬ 而且考虑共同利益最大化ꎬ 治理才是有效用的ꎬ 否则

社区文化治理便会失灵ꎮ 导致社区文化治理失效的原因ꎬ 一是合作网络未能形成利

益制衡ꎬ 各组织依据自身的运行逻辑ꎬ 如果只专注于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ꎬ 就

会导致治理失败ꎮ 二是组织理性突破临界水平ꎬ 文化治理网络中的各组织出于自身

利益、 公共利益和治理目标通盘考虑ꎬ 一方面组织理性的存在促使采取合作博弈态

度ꎬ 推动治理增效ꎻ 另一方面ꎬ 组织理性也会过度自我保护ꎬ 对合作治理形成抵

制ꎬ 消解治理效果ꎮ 三是治理制度基础不健全ꎬ 导致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可信承诺

难以保证ꎬ 有效的激励、 制裁与监督机制缺乏ꎬ 弱化治理失灵的制度环境尚未健

全ꎮ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针对这些问题ꎬ
明确提出 “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④ꎬ 提高方向引领作用ꎮ

在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中ꎬ 社区党组织要居于主导地位ꎬ 发挥方向性引导作

２１２

①
②
③
④

徐浩然: «坚持系统观念的理论逻辑»ꎬ «学习时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４ 日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３ 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６ 页ꎮ
参见黄浩: «文化繁荣的逻辑»ꎬ 孔学堂书局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２７１ ２７３ 页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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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 在社区文化治理进程中ꎬ 要牢牢把握住执政党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文化领导

权的方向性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引领积极健康

社会风尚ꎬ 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ꎮ 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ꎬ 不是简单地用意识

形态去统领ꎬ 也不是单纯的宣传灌输ꎬ 要由原来的直接干预变为间接性的观念嵌

入ꎬ 实现党组织的价值理念与社区自治的观念相融合ꎮ 加强社区党组织文化引

领ꎬ 还要展开社区党建与文化治理的互动ꎬ 防止分而治之ꎬ 出现 “两张皮” 现

象ꎮ 社区党组织要注重将社会分散、 多元的要素纳入文化治理框架ꎬ 引导社会组

织在文化服务中传播党的执政理念ꎬ 组织动员不同价值取向的多元主体凝聚信念

共识、 制度共识、 政策共识ꎬ 使社会组织成为党在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ꎮ
毋庸置疑ꎬ 引领性的先进文化在社区文化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ꎮ 先进文化的

认同、 推广ꎬ 甚至被推崇为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ꎬ 深刻影响着日常性的社区居民

文化ꎬ 而在本地化的实践中往往有着自己的理解与编排ꎬ 往往还有一个交融的过

程ꎮ 文化治理的主导权就在这样的互动与博弈中此消彼长ꎮ 城市社区内部存在着

文化精英与社会贤达ꎬ 他们会在传统节庆仪式、 传统文化活动中树立自己的威

信ꎬ 而且背后所体现的则是对基层文化主导权的竞争ꎮ 要处理好这样的竞争关

系ꎬ 不至于破坏传统的社区平衡格局ꎬ 又能贯彻基层政权的主流价值文化ꎬ 从而

真正提高对社区文化的引领能力ꎮ

(三) 扩大和增加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治理的渠道与机会ꎬ 在服务社会中增强

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

从国家－社会的视角看ꎬ 改革开放以前ꎬ 文化资源的配置与供给完全由国家

主导ꎬ 改革开放后ꎬ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ꎬ 文化建设

领域也增加了社会的视角ꎮ 社会视角的实质意义是开放权利ꎬ 推动文化民主或人

民文化权利的实现①ꎬ 于是才有了多元治理、 合作治理和民主治理ꎮ 文化民主就

是向社会分权ꎬ 亦即在文化体制领域多大程度上包容、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的成

长ꎬ 让社会组织特别是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不仅实现自我治理ꎬ 而且能够纳

入国家文化服务工作的覆盖面ꎬ 做好团结、 引导、 服务工作ꎬ 成为公共文化服务

的有生力量ꎬ 成为社区文化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ꎮ② 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ꎬ
一方面取决于权利开放空间大小、 参与治理的渠道与机会多寡ꎬ 另一方面取决于

社会组织自身的治理能力ꎮ
近年来ꎬ 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政策出台ꎬ 为社会组织发展与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ꎮ 在具体实践中ꎬ 目前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社

区治理的资源主要依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ꎬ 多通过项目制的方式进行ꎮ 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这一资源供给体系与运作方式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ꎬ 主要遵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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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彦武: «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治理转向»ꎬ «学习与实践»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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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 体制化与关系化三重逻辑ꎬ 但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社会组织服务的社会性特

征ꎮ 一是市场化逻辑ꎬ 即完全以契约形式与政府合作ꎬ 实现资源的市场交换ꎮ 二是

体制化逻辑ꎬ 即主要以地方政府的行政意志为导向ꎬ 形成单向度的资源依赖ꎮ 三是

关系化逻辑ꎬ 指社会组织积极建构并依赖政缘关系网络ꎬ 以形成资源的利益交换ꎮ
但从整体来看ꎬ 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与参与社区治理效果的有限形成了强烈反差ꎬ
多数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无法深入社区的嵌入性问题与服务能力较低的专业性问题ꎮ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 精英化与悬浮化ꎮ① 回归并深入社会ꎬ 发

现和组织群众ꎬ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正反馈才成为可能ꎮ 社会组织必须深

刻把握社区需求ꎬ 了解社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规范ꎬ 拥有社区居民的信任和关系网

络资源ꎬ 以及扎根于社区ꎬ 才能提升自己参与文化治理的能力ꎮ 此外ꎬ 作为引导者

和推动者ꎬ 街区政府应引导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培育成长ꎻ 推动社会组织规

范发展ꎬ 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各项制度ꎬ 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ꎬ 加强专

业化培训ꎬ 在满足受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中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ꎬ 推进社会组织参与

社区文化治理的制度化、 规范化和专业化ꎮ
为保护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ꎬ 还应健全公共协商机制与法治约束和保

障ꎮ 公共协商机制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结机制ꎮ 健全公共协商机制需要解决几

个关键问题ꎬ 例如社会组织以何种身份、 何种权力和责任、 何种方式来参与社区

治理ꎮ 因此ꎬ 需要通过身份确认、 权责对等、 协商高效等环节来增强公共协商的

有效性ꎮ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法治约束和保障ꎬ 包括对公权力的制约和

监督、 对社会组织及公民权利的支持和保障ꎮ 为保障多方治理主体的权益ꎬ 应建

立竞争机制和考核机制ꎮ 通过公开招标遴选优质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项目ꎬ
哪家机构有实力和经验ꎬ 更能满足公众文化需求ꎬ 就由哪家机构来负责ꎬ 并对活

动总量、 受众满意率、 参与人次等设定标准ꎬ 定期进行考核ꎬ 加强监督ꎮ

(四) 界定权力和行为边界ꎬ 赋予社区文化治理的自主行动能力

基于宪法给予基层社会自治的授权范围ꎬ 社区文化治理自治向度由此具有行

为合法性ꎮ② 社区文化自治体现为 “选择自由” “需求自觉” 和 “出场自律” 三

个方面ꎮ 因此ꎬ 必须科学界定街区政府与社区之间权力边界和行为边界ꎬ 明确应

该做什么ꎬ 不能做什么ꎮ 上述行政发包制用目标结果导向弥补了过程规则的缺

失ꎬ 虽然提高了行政效率ꎬ 但是以牺牲规则和程序为代价ꎬ 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精神不相符ꎮ 要改变公共行政单纯为了追求效率而架空民主法治程序规则的状

况ꎬ 关键是要调整各级地方政府的相关行为ꎮ
一是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ꎬ 避免出现 “地方请客ꎬ 街区买单”ꎮ 合理划分

４１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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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以下公共文化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ꎮ 要将适宜由地方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支出责任上移ꎬ 避免过多增加基层政府支出压力ꎮ 形成建立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ꎬ 建立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 支出责任和财力

相适应的制度ꎬ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ꎬ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

等化ꎮ① 把基本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纳入各级政府预算ꎬ 全面实施公共文化服务

领域预算绩效管理ꎬ 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ꎬ 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益ꎮ②

二是优化调整财政事权事项ꎬ 健全基础标准ꎬ 进一步规范支出责任ꎮ 比如ꎬ
根据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２０２１) »ꎬ 在城镇主要街道、 公共场所、 居民小

区等人流密集地点设置公共阅报栏 (屏)ꎬ 提供时政、 “三农”、 科普、 文化、 生

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ꎮ 服务标准按照文化和旅游部、 中央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相关

规定执行ꎬ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ꎮ③ 在社区文化项目事权事

项、 支持责任明确之后ꎬ 社区自主行为能力才能进一步提升ꎮ

五、 结语

通过行政发包制来分析基层文化治理实际ꎬ 可以看到社区文化治理的非均衡

性与基层治理的马太效应ꎬ 强者恒强ꎬ 弱者恒弱ꎻ 出现了在公共文化事务中相比

于其他硬任务而名不副实的背离现象ꎮ 究其根本ꎬ 与现实生活中的社区居委会在

管理体制上是迈向公共管理服务还是坚持社区民主自治的矛盾定位有关ꎮ 我们认

为ꎬ 只有坚持辩证思维ꎬ 坚持系统观念ꎬ 做到互动与平衡ꎬ 而不是把两者对立与

割裂ꎬ 才能回归社区文化治理的本来ꎮ
随着我国经济财力的增强和有效支撑ꎬ 越来越多的文化项目被纳入基本公共

服务序列ꎬ 成为文化民生基本保障意义上的政策工具实施对象ꎮ 同时ꎬ 随着社会

组织的发展与成熟ꎬ 社区文化治理可引入社会力量ꎬ 在社区、 园区创新新型文化

业态ꎬ 将文化创意融入社区生活场景ꎬ 增强环境的美观性和服务的便捷性ꎮ 社区

文化场馆可根据实际通过政府委托运营整体场馆或部分项目的形式ꎬ 引入符合条

件的企业和社会组织ꎬ 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ꎬ 逐步由行政主导向公共服务与

社区自治融合发展转变ꎬ 逐步形成 “党建引领、 政府主导、 社区协调、 社会参

与、 企业资助” 的社区文化治理工作新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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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ꎬ «中国文化报»
２０２１年 ４月 ２日ꎮ

参见 «关于印发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 ２０２１ 年版) › 的通知»ꎬ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ｄｔ / ｔｚｇｇ / ２０２１０４ / ｔ２０２１０４２０＿ １２７６８４２ 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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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与共建文化繁荣

———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繁荣高端学术论坛暨

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 综述

崔　 微∗

【摘　 要】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繁荣高端学术论坛暨世界

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 在山东大学 (威海) 举行ꎬ 百余位

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ꎬ 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交流与研

讨ꎮ 第一ꎬ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一般理论的相关研究ꎬ 对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解读阐释ꎬ 彰显文化自觉ꎻ 第二ꎬ 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ꎬ 多维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

想与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ꎬ 坚定文化自信ꎻ 第三ꎬ 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根基ꎬ 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学理研究以及转化创新路径研究ꎬ 继续夯实文化自信的根

基ꎻ 第四ꎬ 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借鉴ꎬ 实现文化繁荣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化ꎻ 文化自觉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ꎻ 文化自信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际ꎬ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领会 “两个结合” 等新论断ꎬ 增强文化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促进文化繁荣ꎬ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ꎬ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威海)、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编辑部ꎬ 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０ ２２ 日联合举办 “文化自

觉、 文化自信、 文化繁荣高端学术论坛暨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ꎬ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天津大学、

９１２

∗ 崔微ꎬ 哲学博士ꎬ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讲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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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编辑部等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ꎮ 本次论坛主要探讨了以下

问题ꎮ

一、 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ꎬ 增强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ꎮ 对文化自觉相

关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次高端论坛的首要议题ꎮ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人类文明

新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问题ꎬ 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ꎬ 并提出

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ꎬ 深化了对文化自觉问题的理解ꎮ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ꎬ 彰显文化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指出ꎬ 在唯物

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认识逻辑中ꎬ 文明是社会生产力的反映与体

现ꎬ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本源动力是人类科技提升的生产力发展ꎮ 迄今为止ꎬ 在

人类文明演进历史中ꎬ 社会主义文明是相对最先进的ꎮ 此外ꎬ 文明包含八大文

明ꎬ 除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建设文明外ꎬ 还有经济

文明、 对外交往文明、 军事文明ꎮ 除了物质文明以外ꎬ 美国的多种文明性质严重

扭曲ꎬ 文明程度不仅落后于中国等社会主义ꎬ 而且落后于北欧和西欧资本主义国

家ꎮ 所以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最先进的ꎮ 我们要有

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律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而不是别的现代化ꎮ 第一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ꎮ 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从 “一
五” 计划到 “十四五” 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ꎮ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懂得中国要实

现的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ꎬ 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ꎬ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ꎬ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

化ꎬ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ꎬ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 第二ꎬ 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谱写 ２１ 世纪新篇章ꎮ 推进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日

之功ꎮ 第三ꎬ 在现代化进程中ꎬ 文化与文明密切相关ꎬ 文化自信必将升华为文明

自信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文书从民生领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ꎬ 展示共同

富裕的发展进程和成就ꎮ 他认为ꎬ 共同富裕与收入、 保障等民生领域紧密联系在

一起ꎬ 所以民生领域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共同富裕的过程ꎮ 第一ꎬ 国民收入增长的

同时ꎬ 收入差距在缩小ꎮ 这是因为我国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ꎬ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ꎮ 第二ꎬ 按照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ꎬ 我国的中等收

入群体比重在逐年上升ꎮ 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ꎬ 而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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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现代化ꎮ 第三ꎬ 城乡和区域差距缩小ꎮ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呈缩小趋势ꎮ 第四ꎬ 作为共同富裕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ꎮ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晓冉博士从辩证法视角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

新道路的文化向度ꎮ 他指出ꎬ 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向度时ꎬ 为了克

服文化虚无主义ꎬ 需要促进文化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ꎻ 为了克服道德相对主

义ꎬ 需要坚持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统一ꎻ 为了克服文化消费主义ꎬ 需要坚持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ꎮ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海波博士和卓高生教授认为ꎬ
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创性需要从整体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究竟

“新” 在何处ꎮ

(二)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解读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增强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熙国探讨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点ꎮ 第一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

明ꎮ 第二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 “五位一体” 整体推进的文明ꎮ 它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整体推进和协调

发展ꎮ 第三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文明ꎮ 它摒弃了资本主义财

富积累和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旧发展道路ꎮ 第四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文明ꎮ 它超越了资本逻辑与生态帝国主义逻辑ꎮ 第五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

是占领了真理与道义制高点的文明ꎮ
复旦大学哲学院王凤才教授认为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和谐型的生态文明ꎬ 是

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ꎮ 首先ꎬ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ꎬ 现有的工业文明根本不

能完全 “生态化”ꎬ 这是由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背后的 “征服论” 自然观决定的ꎮ
生态文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自然观ꎬ 是 “和谐论” 自然观ꎮ 其次ꎬ 只有解决生

态危机才能走向生态文明ꎮ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ꎬ 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危机ꎮ “生态治理” 是通往生态文明的 “消极路径”ꎬ “绿色发展” 是通往生

态文明的 “积极路径”ꎮ 生态文明建设还有赖于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理念

的确立ꎬ 有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ꎮ 简言之ꎬ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真正超代

际的全球性事业ꎮ
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山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商志

晓围绕世界文化激荡背景阐释中华民族文化概念ꎮ 第一ꎬ 新一轮文化激荡展现出

文化交流互鉴深化、 博弈对抗加剧、 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断增强等诸多

鲜明特征ꎮ 第二ꎬ 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的角色转换使激荡中的世界文化深

深感知到中华民族的分量和中华文化的魅力ꎬ 也必然将把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推

向核心位置予以关注ꎮ 第三ꎬ 当代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自强之道包

括: 夯实文化交流互鉴和竞争对抗的物质基础ꎻ 巩固思想文化阵地ꎬ 繁荣发展文

化事业ꎻ 坚守交流互鉴ꎻ 坚守人类共同价值ꎬ 坚决回击文化霸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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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冉认为ꎬ 在两个大变局的背景下ꎬ 思考文明

走向问题正当其时ꎮ 就民族复兴而言ꎬ 中国要解决精神上强大起来的问题ꎬ 这构

成文明新形态生长的重要内部原因ꎮ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来看ꎬ 这涉及文

明和文化的差异ꎬ 代表了未来的不同方向ꎮ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两个衰落的迹

象ꎮ 第一ꎬ 疫情下以美国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出现衰败的迹象ꎮ 它表现为国际霸权

主义以及国家机会主义ꎮ 第二ꎬ 疫情之下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众文化也

出现了衰败的迹象ꎮ 如号称最讲人权的西方大众文化丢掉了生命权ꎻ 最讲自由的

大众文化ꎬ 丢掉了自由的前提ꎬ 把自律与他律、 责任与义务等自由的条件抛诸

脑后ꎮ

(三) 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一般文化理论问题的相关研究ꎬ 提升文化自觉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尚会永教授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ꎮ 他

指出ꎬ 中小企业数量增加并没有违背马克思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规律ꎮ 尽管在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ꎬ 中小企业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ꎬ 但是核心企业垄断的趋势并没

有被削弱ꎮ 中小企业的主体存在于产业链最底端ꎬ 劳动者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劳动

者遭受的强制性劳动非但没有减少ꎬ 反而因数字技术的应用受到更严密的监视ꎮ
马克思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规律的立论逻辑基础和结论仍然坚实、 可靠ꎮ 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关系到我国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及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于少青博士立足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文

化批判的思想ꎬ 指出元宇宙的实质是资本逻辑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数字呈现ꎮ 他认

为ꎬ 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至元宇宙阶段所出现的问题ꎬ 都没有脱离资本逻辑ꎬ 都与

资本逻辑依据数字技术对人的文化消费控制有关ꎮ 正是这一实质决定了在数字时

代ꎬ 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文化符号成为资本为实现其在发展中的文化效力而选

择的主要出场方式ꎮ 元宇宙致力于打造 “虚实结合” 的可能后果是文化发展脱

离物质生产ꎬ 资本逻辑的数字文化宰制进一步造成人的不断抽象化ꎮ 元宇宙未来

的发展前途取决于能否真正超越资本逻辑ꎬ 从而在精神维度上实现人的解放和自

由全面发展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武晓玮博士和吴文新教授研究了马克思

主义休闲价值文化ꎮ 针对当前休闲价值被异化的问题ꎬ 他们认为应该从马克思主

义休闲价值观中找寻答案ꎮ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建立在自由时间基础上的休闲是人

类寻求生存的意义和真正的目标所在ꎬ 即自由时间为休闲奠定了基础ꎬ 而自由时

间的利用及休闲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ꎮ 当整个社会的时间都变成了

自由时间ꎬ 那人们所从事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休闲与劳动的统一ꎬ 整个社会的

生产和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活动的组织形态也都将演变为 “休闲人共同体”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冯争博士研究了费尔巴哈与克尔凯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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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批判ꎮ 她认为ꎬ 费尔巴哈与克尔凯郭尔尝试以神圣性的、 无界限的、 无条

件的爱来消融现实的冲突与不平等ꎮ 然而ꎬ 由于缺失了社会历史这一重要维度ꎬ
他们的探讨无法触及现实中的不平等及阶级冲突的根源ꎮ

二、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为原则ꎬ 坚定文化自信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常务副院长郝书翠教授指出ꎬ 坚持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推进理论创新ꎬ 是文化自觉的题中应

有之义ꎬ 是增进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之一ꎮ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文化问题的

探讨也是本次高端论坛的核心议题ꎮ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

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ꎬ 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

鞭辟入里的深入解读与多维度挖掘ꎬ 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深厚基础ꎮ

(一) 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ꎬ 为坚定文化自信

提供根本遵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院长、 世界文化论坛名誉主席王伟光认为ꎬ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

神纽带ꎬ 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ꎮ 第一ꎬ 精神充实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

在维度ꎮ 美好生活是人们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进一步追求的人生幸福、 精

神充实、 富有意义的生活ꎬ 是人自身素质的提升和内在精神的充盈ꎮ 第二ꎬ 加

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ꎬ 是优化文化供给的根本保证ꎮ 第三ꎬ 优化文化

供给ꎬ 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方位发展ꎮ 要进一步围绕增强文化引导

力、 创造力、 竞争力深化改革思路和举措ꎬ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ꎬ 更加清晰地凸

显 “服务人民” 在一切文化事业中的地位和意义ꎬ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ꎬ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ꎮ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探讨了如何深入理解 “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ꎮ 他指出ꎬ 需要从五个方面理解这一论断ꎮ 第一ꎬ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ꎮ 第二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自身实现ꎮ
“两创” 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生成与提炼过程ꎬ 构成习思想的

文化底蕴和精神品质ꎮ 第三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新时代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新风貌、 新品格ꎬ 展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ꎮ 第

四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贯通着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鲜明脉络ꎮ 第五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融入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之中ꎬ 增强了历

史自觉ꎬ 坚定了文化自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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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周向军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观的内在逻辑ꎮ 他认为ꎬ 首先ꎬ 围绕发生、 历史、 特点、 内容、 价值等方

面ꎬ 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全方位的阐释ꎮ 其次ꎬ 关于如

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体现的总要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ꎮ 具体而言ꎬ 要自信、 自觉、 尊重、 保

护、 学习研究、 阐释挖掘、 继承利用、 转化发展以及交流互鉴ꎮ 另外ꎬ 要用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待传统文化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余斌指出ꎬ 文

化自信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飞跃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ꎮ 它使文化自信能够复兴并得到彰显ꎮ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二次飞跃ꎮ 这次飞跃使文化自信得以复苏ꎮ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两

次飞跃的基础上ꎬ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

经验ꎬ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ꎬ 从新的实际出发ꎬ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ꎮ 此次飞跃使文化自信油

然而生ꎮ 因此ꎬ 文化自信的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孙克副教授认为ꎬ 习近平关于文化遗产

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ꎬ 秉承中国共产党人 “知行合一”
的优秀理论和实践品格ꎬ 形成了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观、 文化遗产创新发展观、
文化遗产国际交流传播观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ꎮ 这些思想观点深刻揭示了保

护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核心ꎬ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灵魂ꎬ 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遗

产事业的落脚点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根本

目标ꎮ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跃博士探讨了习近平大历史观整体性特质的形成

过程与科学内涵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姜逸指出ꎬ 习近平文艺观

是对 “文以载道” 的继承与发展ꎮ 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邵奇博士和中

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倩倩都认为ꎬ 国际社会要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ꎬ 合作抗疫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徐聪指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论、 历史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结果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王朋朋主张运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对价值相对主

义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杜曼利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哲学意蕴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

生张燕妮和硕士生甘婷婷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

论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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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维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ꎬ 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全方位支撑

青岛大学劳动人事研究院院长谭泓从劳动伦理的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ꎮ 她指出ꎬ 中国特色劳动伦理以马克思劳动伦理为主线的始终贯穿ꎬ 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在与市场经济文化交流互鉴融合中确

立形成ꎬ 从而实现 “马克思劳动伦理主线贯穿”、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创新发展”
与 “市场经济伦理互鉴融合” 理论渊源的辩证统一ꎮ 基于历史传承与理论渊源

形成的中国特色劳动伦理ꎬ 从劳动伦理反应劳动关系劳资政三方主体的道德关系

定位维度ꎬ 集中体现在国家责任伦理、 企业经营伦理与劳动职业伦理三位一体、
辩证统一的具体内涵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党委书

记党圣元从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ꎮ 他系统

总结了中华民族在从 “站起来”、 “富起来” 到 “强起来” 的历史性飞跃过程中

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轨迹和演进逻辑ꎮ 此外ꎬ 他指出当前现实主

义文艺理论建构过程中存在若干重要理论问题: 一是现实主义视域的 “文论何

为” 与 “文论为何” 问题ꎻ 二是以文艺多样化规律推动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理

论批评的繁荣发展ꎻ 三是以现实主义文艺观引领新时代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ꎮ 要

在立足本土和传统的基础上ꎬ 破除文论中的西方话语霸权ꎬ 注重文化语境、 实现

视域融合等ꎮ
«中国文化报» 周刊中心主任杨晓华从文化视角切入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史ꎮ 他认为ꎬ 文化的结构包括物质载体、 规范规则和价值范畴三个层次ꎮ 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主体精神深入文化结构的核心层即价值体系层面寻求彻底

变革的结果ꎮ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文化逻辑的演变历程如下: 一是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实质是改变物质力量和规则体系的所有关系和支配关系ꎻ 二是中国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质是在文化的结构性存在中建立特定规则下的物质载体的

生产体系ꎻ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实质是从价值体系的深层全面认

识和推动文化结构的历史性根本性变革ꎮ
此外ꎬ 众多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丰富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研究ꎮ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海量教授对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的机制进行了研究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闫惠惠副教

授指出ꎬ 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ꎬ 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英雄观ꎬ 借助多种方式

向大学生讲好英雄故事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张磊副教授认为ꎬ
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ꎬ 需要用好红色资源建立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内容与方

法的长效机制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李谷悦博士指出ꎬ 中国传统

“四书” 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ꎬ 更加适合在 “两个结合” 理论背景下

融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刘晓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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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以话语创新提升党性教育亲和力进行了深入思考ꎮ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张雅楠从构成要素、 总体样态以及实践方略三个方面

讨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的建构ꎮ

(三) 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ꎬ 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强保障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蒯正明教授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文化建设ꎮ
首先ꎬ 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历史表明: 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ꎻ 二要增

强意识形态生命力和亲和力ꎻ 三要扩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ꎻ 四要提高意识形态感

召力和渗透力ꎻ 五要增强意识形态说服力ꎮ 其次ꎬ 应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复杂

态势ꎬ 需要我们始终注重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教育ꎻ 持续推动坚持意识形态理论创

新与话语创新ꎻ 坚持敢于斗争ꎬ 使意识形态领域发展态势向上向好ꎻ 注重发挥文

化的载体作用ꎻ 构建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相适应的支撑保障体系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房世刚副教授认为ꎬ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

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文化积淀基础上形成的ꎬ 蓄蕴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

局ꎬ 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同和践行的涵盖精神观念、 制度规范、 行为作风等构成

要素的复合系统ꎮ 深入认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属性特征ꎬ 需要以习近平关于党

内政治文化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ꎬ 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观的理论深度、 中华优

秀文化发展的历史厚度、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广度、 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准度ꎬ 对其专门性、 时代性、 科学性、 承传性、 党性、 先进性、 整体性等属

性特征加以系统把握ꎬ 不断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内在规律的认识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靳贺博士探索了党内政治文化涵养党内

政治生态的现实路径ꎮ 她认为ꎬ 以党内政治文化涵养党内政治生态ꎬ 关键是要进

一步萃取党内政治文化核心意蕴ꎬ 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奠定坚实基础ꎮ 要深刻认

识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内涵ꎬ 增强党内政治文化自觉ꎻ 要准确把握党内政治文化

的价值精髓ꎬ 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ꎻ 要充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凝心铸魂功

能ꎬ 聚力党内政治文化强党ꎮ 通过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的高度统一赋予党内政治

文化真理性、 价值性和引领性ꎬ 努力创造一种基于经验的知识体系ꎮ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红霞副教授研究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ꎮ 她认为ꎬ 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精神

谱系的形成逻辑、 科学内涵、 时代价值、 赓续传承等方面进行并取得了丰富成

果ꎬ 但仍存在用语泛化、 重理论宣传轻学理研究、 研究主题同质化程度较高、 研

究视域有待提高等问题ꎬ 未来应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 拓展研究广度、 提升研究

深度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杨修文从概念生成逻辑、 功能发挥逻

辑、 价值表达逻辑等维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学理

进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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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ꎬ 筑牢文化自信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

之一ꎬ 也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另一重要路径ꎮ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ꎬ 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与会学者的共识ꎬ 也是此次论坛的重要议题ꎮ 只有不断深

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理研究以及转化创新路径

研究ꎬ 才能继续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ꎮ

(一) 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理研究ꎬ 夯

实文化自信之基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社科规划办原主任张国祚认为ꎬ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结合ꎬ 而且二者能够结合ꎮ 首先ꎬ 二者结

合具有必要性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ꎬ 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根本基础ꎮ 此外ꎬ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

应以中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ꎬ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

极其重要的实际ꎮ 所以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结合ꎮ 其

次ꎬ 二者能够结合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提供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捷径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从思想材料和思想体系的视野探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ꎮ 首先ꎬ 他认为ꎬ 恩格斯区

分了思想体系与思想材料ꎬ 思想体系的概念不能超越阶级ꎬ 思想材料仅是构成思

想体系大厦的材料ꎬ 符合真理要求的思想材料常常助力建设新的进步的思想体

系ꎮ 其次ꎬ 从思想材料视角来看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

以相结合的ꎮ 这并不影响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质的规定性ꎮ 就中国封建历史而言ꎬ
其中有反映人民群众反封建压迫的文化ꎬ 这可以成为我们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

厦的材料ꎮ 但是ꎬ 我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能盲目地肯定传统ꎬ 更不能让

封建文化死灰复燃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吴文新教授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

化相融通的本体基础是 “公道民本”ꎮ 这体现为: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原理内

蕴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之道ꎻ 世界整体性原理内蕴天人合一、 天道仁德之理ꎻ 真

理与价值相统一原理内蕴求真至善、 公道民心之义ꎻ 生产劳动决定性原理内蕴食

为民天、 务本重农之义ꎻ 所有制决定性原理与去私趋公、 立公为民相一致ꎻ “两
个必然” 原理昭示协和万邦、 天下大同的必然性ꎻ 等等ꎮ 在 “公道民本” 的基

础上ꎬ 从实践和理论的不同领域ꎬ 具体地、 全面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

融通ꎬ 促其实现具有共同价值和拯救功能的文化－文明新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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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永怀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结合是各种条件耦合的结果ꎬ 其中既有基于相资为用的现

实考量ꎬ 又有精神气质的牵引ꎬ 还有具象耦合点为之搭建桥梁ꎮ 福建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贺振东指出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是基于二者在功能、 程度、 进程、 现代与话语等多方面的条件ꎮ 山东大学哲学

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涛从 “两个结合” 的角度指出方东美对马克思的

人性论存在误判ꎬ 并认为马克思的人性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之间有

许多可会通之处ꎮ

(二)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ꎬ 筑牢文化

自信之根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付文忠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梁少春认为ꎬ
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是把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融入现代

社会生活ꎬ 把传统文化丰厚的道德资源与人文精神ꎬ 转化为满足 “人民美好生

活” 精神需要的现代文化形式ꎬ 为人们品德养成与人文精神培育提供文化资源ꎮ
这需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传承中华文化重善崇德的价值体系、 传播厚德载物的人文

精神ꎻ 需要以创新性的形式让中华文化宝库的大门向日常生活领域敞开ꎻ 通过参

与式体验引导广大青年担负起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副院长马秋丽教授分析了孟子 “平治天

下” 的思想及其现代转化问题ꎮ 她认为ꎬ 孟子 “平治天下” 的思想由仁心而仁

政、 由仁政而王道ꎬ 层层展开ꎬ 涉及国家的施政原则、 邦国关系和对天下定于一

的 “仁义共同体” 的设想ꎮ 孟子 “平治天下” 思想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学派国际

关系理论的纠偏ꎬ 为改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ꎬ 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提供借鉴和支持ꎮ 此外ꎬ 孟子 “平治天下” 思想之安民的价值追求ꎬ 顺

应各国人民对和平安宁美好生活的期盼ꎬ 为当今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ꎬ
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提供了价值和理念支撑ꎮ

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建锋副教授主张以和合精神引领新时代中

国小乡镇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风尚ꎮ 他认为ꎬ 小乡镇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是和合精神ꎬ 表现为个体与家庭、 小家与大家族之间与人文文化与自然生物之间

的融合等ꎮ 小乡镇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ꎮ 新时代需要以和合精神重

塑小乡镇文化ꎬ 让美丽小乡镇焕发全新的活力和魅力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孙阳阳博士探究了传统政德主体的现代

转化问题ꎮ 他认为ꎬ 明确政德主体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加强政治道德建设

的题中之义ꎮ 从古至今ꎬ 政德主体的名称变了ꎬ 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逻辑并没有

变ꎮ 辨析现代政治道德主体ꎬ 其基本原则离不开权力要素、 社会公共资源要素和

公共影响力要素ꎮ 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ꎬ 结合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实践ꎬ 除了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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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法所约束的公务员群体之外ꎬ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 群团组

织和具备较大影响力的大型行业协会的领导干部ꎬ 亦应被视为政治道德的主体ꎮ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岩博士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建设经验出

发ꎬ 总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三条实践路径: 破除唯物唯心的简单

化研判ꎬ 吸取传统文化精神的真谛ꎻ 全面分析礼法学说ꎬ 吸取传统文化的法政智

慧ꎻ 以辩证思维扬弃教条化的经学注疏式治学形式ꎬ 面向现实、 会通古今ꎮ 南开

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韦思指出ꎬ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在传承、 创新、
交流中持续发展ꎬ 在坚定文化自信、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下 “活起

来”ꎬ “走出去”ꎮ

四、 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借鉴ꎬ 共建文化繁荣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ꎬ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ꎮ 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

研究也是本次论坛的主要关注点ꎮ 与会学者围绕此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ꎬ 助力文

化繁荣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副院长焦佩教授和硕士研究生马小月聚

焦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ꎮ 她们认为ꎬ 在次贷危机和新

冠肺炎疫情的接连影响下ꎬ 美国左翼势力抬头ꎬ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和实践表现出浓厚兴趣ꎮ 美国左翼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治理、 外交战略和

国际地位三个方面ꎮ 在国家治理方面ꎬ 关注经济改革、 民主法治建设、 生态环

保、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ꎻ 在外交战略方面ꎬ 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冷战等

问题ꎻ 在国际地位方面ꎬ 关注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影响等问题ꎮ 但

是ꎬ 研究主题之间的系统性不强ꎬ 部分观点有失偏颇ꎬ 这些问题还需要在有效沟

通的基础上加以消解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陈旭博士着眼于海外对中国共产党成功

之道的相关研究ꎮ 她指出ꎬ 海外相关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代际演变ꎬ 主要体现为问

题意识和研究对象的变化ꎮ 中国学界应理性认识海外对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研究

的丰富成果ꎬ 辨析其观点背后的研究范式ꎬ 警惕结构化研究对中国道路的误读ꎬ
避免技术路径依赖ꎬ 重视对中国道路宏观理论的建构ꎬ 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历史机遇重塑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马莲副教授研究了赖特 “社会” 社会主

义的思想ꎮ 她认为ꎬ 赖特提出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是一种 “社会” 社会主义ꎬ
即追求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ꎬ 通过社会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生产与分配ꎬ 使社会

权力与国家权力保持有效平衡ꎬ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ꎮ 尽管赖特的 “社会” 社会

主义在资本逻辑下较难实现ꎬ 但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ꎬ 从唯物史观视角推进了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论思考ꎬ 提供了拓展社会解放的想象空间ꎬ 展现了发达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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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美好愿景和可能路径ꎮ
浙江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心凌哲宏博士探索了拉丁美洲解放哲学的

“文化解放” 策略ꎮ 他认为ꎬ 拉丁美洲解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产物ꎬ 核

心旨趣是解放ꎬ 其解放策略包括批判与解放的对象、 解放的路径与方式、 解放的

价值和目标指向等ꎮ 具体而言ꎬ 首先ꎬ 拉美解放哲学发现了 “中心—外围” 理

论体系ꎬ 在此基础上解构欧洲中心主义ꎮ 其次ꎬ 拉美在尝试政治斗争、 经济革命

等解放实践失败后ꎬ 尝试通过探索一种深层持久的文化解放来实现民族精神独

立ꎬ 进而通过文化解放推动经济解放、 政治解放、 社会解放ꎮ 最后ꎬ 拉丁美洲解

放哲学的价值目标是建构包容 “他者”、 缔造 “新人” 的新秩序ꎮ
此次论坛既有对世界文化激荡背景下中国文化立足之基的分析呈现ꎬ 也有对

国际文化比较视野中中国人类文明新形态优势的刻画凸显ꎻ 既有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一般理论的解读与阐释ꎬ 也有对具体文化问题的多角度分析与挖掘ꎮ 与

会学者既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化立场ꎬ 也立足中国实际、 赓续传统、 学贯中西ꎬ 在

纵横比较的宽广视野中提供了诸多富有启发的创见ꎮ 论坛的举办ꎬ 有助于在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下增强文化自觉ꎬ 在 “两个结合” 中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ꎬ 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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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一　 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张志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的第三十

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ꎬ 要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ꎮ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中提炼而出的ꎬ 是从中华

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ꎮ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

是成功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例证ꎮ 中华文明蕴含的核心价值具有全人类共同价

值的意涵ꎮ 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来探索

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途径ꎬ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演进中寻求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经验ꎬ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破解世界之问、 时

代之问的中国方案的文明史根据ꎮ 在新时代研究阐释中华文明ꎬ 要深入揭示中华

文明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独特而重大的贡献ꎮ 从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

步的高度ꎬ 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具有的宇宙观、 道德观根

源ꎬ 深刻阐释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天下观、 社会观基础ꎬ 对于推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ꎬ 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性意义ꎮ
(摘自 «哲学动态»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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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础

孙春晨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诸多重要场合都曾谈论 “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并一再

表明中方对这一共同价值观的看法及态度ꎮ 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承认世界文化和文

明多样性以及承认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和不同国家的人们存在不同价值观的基础

之上ꎬ 追求全人类价值的最大同心圆和最大公约数ꎮ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深层文化结构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全球层面形成价值共识

和伦理共识ꎮ 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了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共同利益、 共同需求

和共同发展领域的公共善ꎬ 是全球化时代重构国际社会互动规则和交往秩序的伦

理遵循ꎬ 代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伦理愿景ꎮ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伦理基础ꎬ 其中和平与发展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伦

理共识ꎬ 公平与正义倡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达成新型国际关系伦理共识ꎬ
民主与自由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共识ꎮ

(摘自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三　 大历史观与中国道路的哲学审思

张　 明

坚持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重要历史经验ꎬ 党的百年奋斗的

历史从总体上可以归结为立足本土、 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的历史ꎮ 以大

历史观为指导探究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起源ꎬ 可以有效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道路

是实用主义选择的误读ꎬ 进而超越中国道路在形成史问题上的时间相对有限性ꎬ
从更加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出发ꎬ 把握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背

后的逻辑必然性ꎮ 一者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接续发展的大历史出发ꎬ 有助于厘

清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根基与文明基因ꎬ 集中展现 “走自己的路” 是由中华文

明内在特质决定的必然选择ꎻ 二者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辛求索的大历史出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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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澄明中国道路开创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ꎬ 深入把握中国道路

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本质性关联ꎻ 三者从人类现代化探索的大历史出

发ꎬ 有助于彰显中国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ꎮ
(摘自 «哲学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四　 从三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马克思主义观

欧阳奇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

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ꎬ 贯穿在党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

践中ꎮ 在不同时期先后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纲领性文献ꎬ 蕴含了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马克思主义观ꎮ 三个历史决议从本体论、 实践论、 价值论出发ꎬ 集中

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实践路径、 重要价值ꎬ 整体上建构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要义ꎮ 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引ꎬ 中国共产党在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ꎬ 推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迎来振兴、 人类文明发展进入新阶段ꎮ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马克思

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经验ꎬ 有助于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ꎬ 也有利于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ꎮ
(摘自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五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

沈湘平

现代化与传统并非简单二元对立ꎬ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的根基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

提示ꎬ 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ꎮ 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 “中和位育、 安所遂生” 理念与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内在底蕴和传统文化基因ꎬ 其核心要义在于: 天地乃生命之本体ꎬ 人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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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共生、 并育ꎬ 安所、 守位方能并育、 遂生ꎬ 致中和而参赞化育是人的最佳选

择ꎬ 生而有道则存之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这一理念的继承、 发展可以从 “生”
“位” “所” “育” 四个角度体现出来ꎬ 即生命至上和追求美好生活ꎬ 正确处理改

革、 发展与稳定关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ꎬ 各得其所和各尽所能ꎬ 以存在看待发

展和以发展成就生命ꎮ 不过ꎬ “中和位育、 安所遂生” 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的底蕴式作用目前尚未得到足够自觉的彰显ꎬ 亟须引起高度重视与深入开掘ꎮ
(摘自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六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臧峰宇

马克思既是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者ꎬ 也是新现代性的构建者ꎬ 他在肯定现代社

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时指出资本逻辑的现实化体现为资本无限增殖和膨胀的过

程ꎮ 在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同时ꎬ 马克思提出现代化发展的新版本ꎬ 从而提升了现

代文明的品质ꎮ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导ꎬ 激活了支撑

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历史的伟力ꎮ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起步于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

与碰撞ꎬ 以由先进思想指导的社会革命为现实根基ꎬ 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

进程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ꎬ 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ꎬ 其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ꎬ 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选择了符合自身发

展实际的现代化道路ꎬ 取得的成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ꎮ
(摘自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七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学文化自信

张福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之间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内在关系ꎬ 也是我们重

新理解和认识中国文学内容构成与价值取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以往在对中国文

学文化自信的理解中ꎬ 多强调古典文学固有的民族精神和审美价值ꎬ 相对忽视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文化自信ꎮ 文化发展要做继承传统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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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ꎬ 更要做发展传统的考量ꎬ 已融入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现代文化是中国文学文

化自信的重要资源ꎮ 理解自信的文化构成ꎬ 然后阐释和传播自信的文化ꎬ 进而被

其他文化认同而获得他信ꎬ 通过交流和交融取得互信ꎬ 最终实现文化共信ꎬ 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ꎮ 以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起点ꎬ 寻求人类

精神文明的共鸣点ꎬ 是中国文学从文化自信走向文化共信的完整过程ꎮ 人类命运

共同体视角下的人类意识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主题ꎬ 也应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的一个新尺度ꎮ
(摘自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八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演进逻辑与理论品格

邢红梅

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ꎬ 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ꎮ 中国共产

党成立 １００ 年来ꎬ 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

中ꎬ 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对待文化ꎬ 形成了一脉相承而

又与时俱进的系列文化观ꎮ 文化观是指对文化的基本观点和看法ꎮ 中国共产党的

文化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基本观点和看法ꎬ 表现在党的文化政策、 文化方

针、 文化战略和文化制度等方面ꎬ 体现了党对文化的内涵、 价值和发展规律的认

识和把握ꎮ 正确的文化观是一个党正确认识文化并指导文化实践的前提和基础ꎬ
既能凝魂聚气ꎬ 又能固本培元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科

学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进行的文化理论创

新ꎬ 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最新理论成果ꎮ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

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为己任ꎬ 推动着文化观的形成、 发展与创新ꎬ 实现了党

百年文化观演进的历史、 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的内在统一ꎬ 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

性、 人民性、 开放性和创新性ꎬ 展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ꎮ
(摘自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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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 生成逻辑及时代呼唤

张国祚　 刘新伟

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可分为四个层次: 从理论上要 “坚持真理、 坚守理

想”ꎻ 从实践上要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ꎻ 从精神上要 “不怕牺牲、 英勇斗

争”ꎻ 从宗旨上要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ꎮ 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主要体现

在: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必然要求ꎬ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ꎬ
领导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必然要求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

时代ꎬ 我国既面临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ꎬ 也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新

时代必须大力弘扬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ꎮ 只有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ꎬ 才能面对纷

纭复杂的形势不动摇、 不迷航ꎻ 只有积极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ꎬ 才能不断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立新功ꎻ 只有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ꎬ 才能战胜各种困难、 风险和挑

战ꎻ 只有始终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ꎬ 才能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ꎮ
(摘自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十　 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代玉启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ꎮ 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成长史ꎬ 是一部不断锤炼党的先进性的历史ꎮ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能一直

保持党的先进性不动摇ꎬ 才能做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ꎬ 在引领中国人民进行革

命、 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ꎬ 中国共产党依托自身的先进性建设克服内外部诸

多困难ꎬ 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ꎬ 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ꎮ 先进性不仅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属性ꎬ 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ꎬ 保持

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接续发展的动力源泉ꎮ 党的先进性建设贯穿于中国革

命、 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ꎬ 总是同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任务结合在一起ꎮ 纵

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ꎬ 先进性建设已然成为党的一个优良传统ꎬ 中国共产党

始终牢记使命ꎬ 不断推进改革创新与自我革命ꎬ 为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

型、 纯洁型政党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ꎮ
(摘自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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