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负面的评价，信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以自我为中心，追求刺激和感性欲望的

满足。它对待一切事物都没有严肃的态度，万物娱乐化是它的宗旨。第三，政治类

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它主要是一些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西方敌对势力

或他们资助的国内相关利益群体，出于颜色革命和颠覆我国政权的目的，抹黑中国

革命的英雄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针对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同情况，各方唯

有精准施策和综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其泛化和危害。
(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1 期)

三 文化国际主义: 中国文化通达
世界文明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郭树勇

文化国际主义强调国际文化合作的深化和文化秩序的重建，既有国际文化合作

的普遍性，又有中国文治天下传统和国际主义使命的特殊性，因此，可以成为中国

学派的重要理论主张。文化国际主义的三个层次: 一是全球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

可以称之为文化全球主义，其主要依靠力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七国集团、金砖

国家、七十七国集团或二十国集团等综合性全球治理协调机制的人文交流活动。二

是区域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区域主义，其生成的规律主要分布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文化合作，另一方面是区域间文化战略的对接与合作，有

时我们称之为区域文化战略竞合，其实质就是不同的区域之间而不仅仅是不同的国

家之间，也有文化上的合作。三是个体层面的对外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开放

主义，其核心是有关国家在维护文化主权的前提下，进行面向世界的文化改革，加

大对外的文化开放。这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文化国际主义的概念。中国坚持文化国

际主义有着包容多元文化等传统优势，也有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消极影响、文化民族

主义的潜在威胁、文化接续与文化现代化底气不足等不利因素。为了培育文化国际

主义，除了继续向国际社会提出重要的价值文明体系变革和文明对话等国际倡议

外，有必要加强区域文化合作，加强民族文化改革和对外文化开放。
( 摘自《教学与研究》2019 年第 1 期)

四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文化自信的建构与诠释

马振江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精神特质

的总体性判断，是在综合人类先进文明和反思自身文明的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是

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自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与实践

性特征。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不是一个抽象概念或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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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富有意识形态以及时代性、实践性内涵的价值导向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传

统文化传承、信仰与认同的问题，也不是无条件服从、信仰以西方为代表的所谓具

有“普世价值”的现代人类文明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逻辑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

的历史逻辑的融会贯通，是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内在文化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

践中的文化选择、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必然要在理

论、历史与实践的三重逻辑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和基本理论进行理性认

识和自觉建构。新时代的文化自信需要落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以及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治国理政的优越

感，来实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好诠释。
( 摘自《探索》2019 年第 2 期)

五 运用唯物史观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吴文新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通过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神经脉络及其细微

末梢来感知和调控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不

能不予以高度重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维护

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社会存在，特别是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从根本

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二是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及各种

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不断强化巩固、做大做强做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着力巩

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源头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三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赢得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群

众，从主体上铸造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铜墙铁壁; 四是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

作，一代又一代青年怀有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必然会对我国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战略上建设一支防范意识形态风

险的生力军; 五是提高对外开放质量，我们要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过程中，

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主导权、主控权，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

和长远视野，在国际关系领域筑牢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攻击的

“防盗门”。
( 摘自《人民论坛》2019 年第 26 期)

六 新中国 70 年文化自信的表征、成因与特质

陈金龙

文化自信是主体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发展道路、发展取向、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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