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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化强国的现实逻辑、历史进路和基本经验
*
①

卢文忠＊＊②

【摘 要】建设文化强国是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成就的

实践发展进程，以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来推动建成现代化强国。建设文化

强国，要求文化发展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全面提升，建设与现代化强国

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机理构成了文化强

国的现实逻辑，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构成了文化强国的历

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的全面推进构成了文化强国的发展道路。
新时代建立现代化强国的文化支撑，要总结建设文化强国的基本经验，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建立坚实的物质基础，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扬

弃中外的文化资源，推动文化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新中国; 文化强国; 历史进路

70 多年前，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历史，也开启了在

民族复兴之路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强起来”的初始征程。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

兴的前进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这一实现现代化的

前进道路见证了新中国文化建设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建设文化强国的发展进程。从文

化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多年是不断推进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文化成就、不

断探索文化强国、以文化强来实现民族强的历史进路。“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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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化强国，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伟大成就，以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来推动建成现代化强国。具体来说，建设文化强

国，就是全面推进文化发展，全面提升精神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文化

软实力，增强和展现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引领力、文化创新力。
建设文化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支撑。

一 文化强国的现实逻辑: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机理

文化强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文化建设而实现

“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文化强国体现了民族文化长期积累和实现民族复

兴的发展机理，党的领导、科学理论的指导、人民群众的创造使中国文化在现代化

和全球化进程中展现文化强国的现实逻辑。

( 一) 唯物史观的文化指向

文化强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发展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实践。从唯物史观来看，在对旧社会进行革命基础上建立的社

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实现物质经济上的高度发展，也要实现精神文

化上的高度发展，在物质财富涌流和精神财富充裕相互统一、协调并进的基础上不

断地满足人的真实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本身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源泉

和根本体现。“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本身生产的不断进行，其水平的不断提高，

使社会需要不断地得到满足、更新、再满足……从而使社会有机体不断地复制和更

新自己。”① 创造发达的精神财富和强盛的文化实力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主义

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唯物史观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上揭示了文化强国的发展

逻辑。

( 二) 民族复兴的文化向度

一个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以经济的发展作为物质基础，同时

也需要以文化的发展作为精神底蕴，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强盛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内在向度。尤其是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整体改

善以及社会获得全面重大进步的新的历史方位，文化发展及其所彰显的精神底蕴就

更加成为民族复兴的象征和动力。同时这一发展所持续推动的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内在于民族生存发展及其优秀传

统文化的共同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被凝练出来并得到弘扬，从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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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在建设文化强国中能够融入社会、引领大众的根本价值导向和强大思想基础。
“文化强国的软实力，体现在强大的思想力量和价值观念，只有这些才能把亿万国

民凝聚成一个坚强的社会共同体。”① 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必然推动着也必然需要与

之相匹配的文化现代化。由民族复兴所决定的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向度更加凸显了

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

( 三) 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文化发展有其自身不断积淀和进化的内在逻辑。文化自身的长期发展和积累

在时代革新和科学理论的促动下将实现新的质变，成为国家富强和文化自信的精

神资源。“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感植根于他们作为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② 历经五千多年积淀和进化的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将不断焕发出新活力、新动力、新魅力、新

实力，成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复兴的内生机理。同时，文化发展的内在逻

辑还体现在文化的长期历史发展必然形成自身固有的、厚重的传统文化，也正是

历史的前进与文化的传统带来了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一种文化的活力不是抛

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再铸传统。当然，传统的惯性也可能变成

阻碍历史前进的重负。”③ 同时，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一度落后以及西方文化的诸

多危机引起中国人民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反思，从文化心态上形成一种批判和超

越、发展和创 新 的 内 在 动 力，这 是 在 直 接 意 义 上 中 国 文 化 “强 起 来”的 重 要

逻辑。

( 四) 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

文化发展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创造精神财富和建设精神家园

的过程，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源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及其对未来文化繁盛的价值

追求。也正是文化创造使人民群众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中不断满足精神生活需

要、提高思想文化水平、扩大本土文化影响。在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的发展机制体

现了人民遵循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思想文化建设来形成创造力、增强凝聚力

的过程，是自我提升和革新的过程。“文化是培育国民思想意识和形成民族精神的

土壤，只有发展先进文化，才能形成国民先进的思想意识，铸就与时俱进的民族精

神，为综合国力的提高提供必不可少的国民素质条件。”④ 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及

其文化成果，在主体意义上构成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现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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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世界各国的文化传播

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成就，源于其本身特有的包容性特征，即在文化上坚持求同

存异和兼收并蓄的包容方式。这种包容性特征决定了中国文化在文化交流和文化传

播中具有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积极吸收、借鉴、扬弃的内在机制。中国文化历来在

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进行文化借鉴和文化吸收，以此来广纳优秀文化因素，

充实本土文化内涵，促进本土文化的新陈代谢。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化能够接受马

克思主义这一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并在适应自身发展和进化的现实境遇中与这一

先进文化进行融合而实现新的发展。“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

路，有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固有基因的作用，因而具有几千年中华文化现代发展

的历史必然性。”① 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及在与中国文化的

相融和相通中不断进行“中国化”。“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文化建设、迈

进文化强国的指导思想。全球化的发展推动着各国各民族文化在日益开放的世界中

进行传播与交流，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融入全球化并积极学习借鉴一切优秀文化才

能更好地发展和创新。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化传播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文化传播，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够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交锋过

程中获取更多先进的文化资源，为以他国文化之强促我国文化之强敞开了重要的发

展空间，有助于不断扩大开放的中国吸收借鉴一切先进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建设，

从而使自身在世界综合国力较量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从外在条件展现建设文化强国

的现实逻辑。

二 文化强国的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
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摆脱文化的落后，推动文化的兴盛，创造文化的成就，建设文化的强国，是建

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基本内容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在彻底改变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困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建立具有新文化的新中

国的发展目标和实践开启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指出: “新民主主义

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

国。”② 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

历史基础上建设新经济、新政治以及新文化，在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中奠定了文化

强国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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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对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

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正确的发展方向取决于正确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

的实践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根据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不断提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的新观点和新理论，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目

标，指明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初步蕴含了建设文化强国

的理论指导。

( 二) 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结合

刚取得革命胜利的新中国要摆脱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落后困境，首先需要

恢复和发展经济，在过渡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从而实

现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的新历史阶段明确

把建设先进的工业国作为发展目标。并开始认清和解决我国社会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建设新经

济和新政治的基础上建设新文化，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和政治

保障。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初步奠定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发展基础。

( 三) 对人民进行思想文化改造

新中国之“新”不仅体现在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更体现在 “新人”，即

掌握新文化、建设新中国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只有“新人”才能真正推动新中国的

文化进步。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扫盲、文化教育等工作对农民、小资产阶级进行思想

改造，提高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技术水

平，并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加强党员

的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初步确立了建设文化强国的主体

条件。

( 四) 批判继承和吸收中外文化

中国已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同时也面临强势东进的西方文化。新中国的文

化建设，是在数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同时也是在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

主义文化影响下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南和理论武器，体

现在文化领域的建设过程中。在文化上坚持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坚持批判性地

吸收外国文化，坚持“古为今用”与 “洋为中用”相统一，利用中外一切优秀文

化来建设新中国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初步创造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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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推动科技文艺各领域发展

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体现在科技和文艺等具体领域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文

化建设，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新历史阶段，坚持“双百”方针，促进科学

进步和文艺繁荣，提出把过去的革命转变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来推动文化走向现

代化，提出“向科学进军”，把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 “四个现

代化”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之一，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初步营造了建设

文化强国的文化环境。

三 文化强国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
文化发展的全面推进

从文化发展的现实脉络来看，没有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和基础，就没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成就，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

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全面推进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文化发展并不断开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篇章，更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不断实现文化的 “强起来”。

(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中国走上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国家 “富起来”的道路上，在马克思

主义与新的国情和实践相结合中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并作为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指明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进入新时代，我国从 “富起来”走向 “强起来”，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坚定文

化自信，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复杂的社会思想文化态势下通过加强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 建 设 来 进 一 步 发 挥 社 会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的 凝 聚 力 和 引 领 力，建 设 文 化

强国。

( 二) 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把握中更加明确了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得到更大的

解放和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创造了新的物质基础，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

础上明确地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坚持“两个文明”建设相统

一。“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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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① 在国家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发展的基础上，把文化软实力作为世界各

国进行综合国力较量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进一步推动文化发展，建设文化强国。

( 三) 弘扬民族精神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全民族共同实现现代化的奋斗历程，特别需要弘

扬作为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民族精神。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及其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培育，发挥着巩固指导思

想、凝聚社会共识的文化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同时在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引领下积

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当一个社会、民族、群体在

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创造出大量的精神财富、凝练出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构建出特有

的生活方式，就会在文化上形成对自身的自信———文化自信。”② 民族精神的弘扬、
核心价值的凝练以及文化自信的树立，为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注入新的价值内涵和

精神动力。

( 四) 发展教育、培育人才、提高人民思想文化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推动着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

培育，把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石和源泉，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育 “四有”新人，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科学文

化建设来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人民的文化进步和人才的文化创造推动

建设文化强国。

( 五) 推动科技创新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 “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

把 “双百”方针作为繁荣文化的发展原则，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文化建设的发展

带来了新动力。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不断取得新

成就和新突破，哲学社会科学也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提升。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全社会的文化生

产力和文化创新力得以进一步激发并以此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

需要，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从文化具体领域上的发展推动建设文化

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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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强国的基本经验: 新时代建设
现代化强国的精神支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① 新中国成立 70
年建设文化强国的探索和进路，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中国文化不断 “强起

来”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和成就为建设文化强国构建

了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新时代我国大力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建设文化强国创造了新的更加坚实的支撑。建设文化强国，

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与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增强和展现中国的文化影响

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引领力、文化创新力，这些文化软实力从实质上构成了文化

强国之强的底蕴和内涵。所谓文化影响力，就是通过文化建设及其创造的文化成就

对本国尤其是世界的文化发展贡献智慧、产品和服务。文化生产力，就是在物质生

产力发展基础上创造精神财富、供应文化产品的能力。文化引领力，就是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和规定着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
文化创新力，就是坚持文化自信并不断在文化领域创造新理论、新内容、新产品、
新品牌、新样式的能力。新中国 70 年的文化建设为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充

实的历史基础，这一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迈向文化强国以及实现民族复

兴、建设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一)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建设文化强国，实质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实现文化繁荣兴盛的历史进程。文化

强国之“文化”，其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强国之 “强”，其

科学内涵和先进价值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在这一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是在能够使文化 “强起来”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实现国家的文化 “强

起来”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之路的思想理论基础，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的根本性质。”② 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文化与中国文化和

建设实践相结合，必须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指

导思想。总之，在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

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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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① 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确保

文化强国的正确方向及其对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 二) 建立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问题绝不是单纯通过文化来解决的，最根本的是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来推

动文化的充分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文化强国，从来都不仅仅是孤立的文

化发展过程，而是社会整体进步中的文化发展过程，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文

化建设过程，一直以来我国都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础。新时代的经济

建设成就，为建设文化强国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因此，要使文化 “强起来”，必

须从新时代的国情出发，明确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上为文化建设

提供现实条件。对此，建设文化强国，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坚持大力发展经济，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经济上的 “强起来”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科技、教

育、文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也对物质基础的建立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良性循环、相互促进的效应。“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助推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文化正在逐步改变中国生产力发展模式。这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日益成

为文化生产力，中国的先进文化日益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因素。”② 同时，在建

立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为文化的“强起来”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

为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文化自信的坚定创造充分的物质基础，必须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实现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相互促进从

而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三) 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推动物质进步和道德进步协调发展。”③ 物质层

面上的经济发展与精神层面上的人的素质提高是我们一直以来文化建设的重要经

验。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包括在文化教育、文化生产、文化创新上所具有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也包括在民族精神、核心价值、思想道德上所应有的展现、践行和遵

循。国家在文化上的“强起来”关键体现于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 “强起来”，体现

在物质进步基础上人民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以及科学文化素养。“国民科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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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素质水平，决定一国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施展文化力量的能力; 国民科学文化素质

越是提升，越是能够实现本国文化力量的最大化。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从而

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其强大后劲。”① 建设文化强国就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促进人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培养大批文化创新人

才，从主体条件上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 四) 扬弃中外文化资源

建设文化强国，是在摆脱近代中国文化落后的历史前提上以及融入当代全球化

的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发展过程。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建设文化强国，就必

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导向，批判继承传统文

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吸收西方文化并进行再造性消化，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这

一过程中积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文化内含的价值观，只有在传播中才能被

人感知、产生认同，才能使其所承载的文化形成吸引力和影响力，展现自身具有的

实力。”② 同时，在全球化和中外文化交互作用的态势下，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在改

革开放中不断“改版释放”，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乃至社会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社会

文化思潮进行引领和批判。”③ 总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中外文化资

源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吸收，才能将本土的优秀文化与外来的先进文化汇聚成民族复

兴的强大的精神支撑。

( 五) 推动文化全面发展

建设文化强国，是在文化各领域创造精神财富和发展成就的过程。在经济发

展、扬弃中外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必须推动科技、教育、文艺、体育的发展，推动

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和构建。在整个文化领域

上，把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容具体落实在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体育强国以及推

动理论创新、文艺创作、影视制作、学科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网络文化建设

上，从整体性、全面性的维度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来不断

增强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创新力。通过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的发展为国家的文化建设

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创造更多新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活资源的层面上坚持文化建设

为了人民、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导向并通过推进文化的全面发展———完善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和提升文化消费水平来不断满足人民在精神文化上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一方面要保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全民覆盖，尤其是对一些落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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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开展‘文化精准扶贫’; 另一方面要围绕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积极创造文化

新供给，不断提供高质量、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发展成果。”① 总之，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通过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和成就来构筑文化强国的精神支撑。

On the Ｒeal Logic，Historical Ｒoute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Lu Wenzho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i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s the people to create great achievement of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y，promoting to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i-
zation power w ith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is constructing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adapting to modernization w ith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
ment mechanism of socialist culture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real logic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is the histori-
cal basis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and the culture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
pening-up i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it is essential to summarize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for building cul-
tural support for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It includes the adherence to the correct
guiding ideology，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ltural level for the people，the recre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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