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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中国先进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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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

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发展中国先

进文化的思考、探索和实践,这些探索和实践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

一脉相承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基础,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探索建立新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五四运动,在中西文

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中,最终由一批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从投身革命起,毛泽东就十分关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问题。五四运动前,毛

泽东深受新思潮的影响;五四运动后,毛泽东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认为它是对

历史的正确解释”〔1〕,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就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

实际问题。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这就是说,中国人对先进文化的认识和选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

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演进到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之前代表

了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飞跃到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

了这个阶段。“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

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4〕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

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勇敢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

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当时所谓的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一直有着清醒

的认识,而当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各种错误认识进行清理和批判时,就更加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在理论指导上的重要性,从而能够结合中国革命实践首次明确地提出中国先进

文化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分析了文化的本质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作用。毛泽东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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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

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5〕这一论断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

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及其基本

原理的运用和阐发。他没有将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割裂开来,也没有单纯地从某种政治观念或经济

观念出发来解释文化观念,而是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整体来把握。因此,毛泽东对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区分及其本质与作用分析得最为透彻。他根据中国文化革命的历

史特点将中国革命时期的文化依次划分为封建阶级的旧文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无产阶级

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四大历史形态,而每一形态都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政治

和经济基础,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大创新。这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所自豪地

宣布的:“自从中国入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

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

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

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6〕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也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从总的方面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不仅

因为它是科学的、民主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在于它已否定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种种弊端,而成为

最适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先进文化形态。近些年,有人在总结中国文化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认为中

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救亡压倒启蒙”,言外之义就是将毛泽东所分析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新

文化称之谓“先进的”启蒙文化,说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应以西方文化作为文化保证。这就从根本上颠倒

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事实,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是对当前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有害的错误言论。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革命年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内涵 

    

    毛泽东不仅确立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还具体规定了革命年代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

内涵,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毛泽东从文化性质上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

旧民主主义文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而是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范畴的新文化。“就国民文

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

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

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我们既应把

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

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

义的方针区别开来。”〔7〕这种界定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使得

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扎根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基础,而不是超越这个基础。 

    

    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就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不能迷信洋八股,洋教条。“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

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8〕所谓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

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9〕。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要引导他们向前

看。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

的文化。”〔10〕在这个纲领中,毛泽东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含义的精髓,而且

还增添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内容,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开创了一条正确的道

路。在今天看来,这一文化纲领仍然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1〕这是党的第二代、第三代

领导核心在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新的需要而作出的新的调整和

新的决策,而在精神实质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三、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1949年9月22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布:“随着经济建设高潮

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

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2〕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

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思考和探索,并提出了实现“文化现代化”的总体设想。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开始思考了。他说:“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

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1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时,

总是将经济和文化相提并论。例如他最常说的:改变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

文化生活水平等。1954年9月在全国一届人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内,将我们现在这

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国家。这种“工业化

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实现“文化现代化”的最初理解。到了1956年,毛泽



东在接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的谈话中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他说:建设现

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现在还不过刚开始。这表明毛泽东把“文化现代化”也纳入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之中。随后几年里,毛泽东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又一再地表达了“文化

现代化”思想。如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谈到,要将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12月

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讲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

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0年3月在《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

好》中谈到,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

现代化的国防等等。 

    

    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先进文化的一种表述。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

起来的情况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何使文学艺术及时反映社会主义新生

活,如何从思想上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落后因素的影响以及修正主义思潮的侵袭,如何不断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这些问题是促使毛泽东探索文化现代化

建设的动因。但由于后来对形势判断的错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从而使科学文化现代化建设

走了弯路,出现了曲折。而从另一方面看,正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现代化建设所寄希望之大,关切之深。

最关键的一点是,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文化现代化的设想,但对文化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却没有明确表述,这

反映出文化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一目标和任务被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

确定下来,“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可以看作是对“文化现代

化”的准确表述。有了这一明确的目标和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有了灵魂,有了方向,才能够

摆脱各种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束缚,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

持。 

    

    四、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方针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发展先进文化的方针,这些方针至今仍然是我们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指针。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首先确定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指导地位。他指出:“当作

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15〕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毛泽东又集中论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知识分子

说:“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

贵的财富。”〔16〕这些问题都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又提出了以下具

体方针。 

    

    1.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古今”关系和“中外”关系,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所

面临的关键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有着长期的思考和探索,发表过许多明确的论述,并在1964年9月

致陆定一的信中将其思想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不间断的“上下求索”中总结出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的不同模式,如

“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等等,然而这些模式无一不在挽救中国危亡的现实

面前遭到失败。而毛泽东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上,一直有着一种明确的目的,就是着眼于“今用”

和“出新”。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于中国历史要“观往迹,制今宜”;对于西洋历史,要“取于

外,资于内”。〔17〕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

《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

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对中国古代文化,应“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18〕。特别



是在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时,毛泽东对“中学”、“西学”中“学”的内容又发表了独

特的重要的见解。认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这是毛泽东运用马

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中西文化关系进行的正确解释。根据这一解释,所谓“学”,涵盖了“实现社会主义

革命的基本原则”、“艺术的基本原理”、“音乐的基本原理”、外国的“科学的原理”、“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等等。但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

国人”〔19〕。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如何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是立足于“今”和“用”的基

础上的,即以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和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标准来决定取舍的,这是毛泽

东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 

    

    因此,在如何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坚决反击了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

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和对西方文化采取全盘肯定的“全盘西化”论。他从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

心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辩证的肯定,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

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

的必要条件。”〔20〕而对于外国文化则认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

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21〕这些论述都是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得

出来的,是指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中,“当代新儒

学”、“新保守主义”、“当代政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都

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古今中外”问题发表主张和见解,但这些主张和见解却

在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重又暴露出其片面性和弊端来。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的方针才是我们在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中所要坚持的基本方针。 

    

    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向前发展的战略

性方针。1951年,在为中国戏剧研究院题词时,毛泽东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几个字; 

    

    1952年至1953年,有人就中国史研究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时,他两次说要“百家争鸣”;1955年,中宣部

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中共党史的编写问题时,他又作了“百家争鸣”的表示。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正式提出了这一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

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22〕1957年,毛泽东围绕“双百”方针发表了许多讲

话和文章,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行了

展开的论述。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

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

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

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23〕。之后,毛泽

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发表讲话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

展给了新的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

的方针。”〔24〕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如何发展和繁荣中国先进文化所进行的较为系统的

理论探索。 

    

    “双百”方针的实质是承认社会主义文化多样化发展的事实,是正确对待不同于物质生产世界的人

的精神世界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诚如毛泽东所说:“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

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25〕“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26〕“双

百”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自信、开放、海纳百川的文化建设心态,同时也对党在

文化建设领域的领导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从“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转到“提

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的轨道上来。但是“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也有一个

政治保证,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标

准,而“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两条保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性

质,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理论探索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毛泽东对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他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新文

化的建设和走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已成为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将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长远的指导意义。 

    

    闫玉清,《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1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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