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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化思想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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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在新的战略机遇期进行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正确理论仍然是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对文化定义的科学
论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重要方针，对更好地实施中国文化“走出
去”战略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文化“走出去”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毛泽东的“文化”定义是文化“走出去”的理论基石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建立在对文化的本质及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整体考察之上。关于“文化”
的概念，毛泽东从哲学角度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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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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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
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随后进
一步阐发这一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
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一经典论述阐明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文化的性质归根到底决定于它所反映和服务的经济和
政治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
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论断，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必须
坚持这个基本观点。 
毛泽东关于“文化”的科学定义，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明确地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
化三大领域，并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
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它们又都
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毛泽东上述观点的依据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同时又将作
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也认定有一定的反映与被反映、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这就在承认经济
基础最终决定和制约着政治和文化的前提下，又要承认一定时期的政治对文化也有某种决定和制约的作
用。这个观点也表明，作为一定政治和经济反映的文化，受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而一定的文化
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是探察文化
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理论武器。 
毛泽东文化思想不仅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样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中国目
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作用于文化领域，而文化领域内的改革开放也必然影
响和反映于政治和经济。因而改革开放不仅限于经济、政治领域，更是全方位的开放。正如胡锦涛所指
出的：“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全方位
开放必然包括文化领域的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加速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
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和愈益突出的地位使文化“走出去”成为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重
要国家战略。 
2006年9月，国家制定《“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制定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纲要》指出文化发展的重点之一是：“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
项目的实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形成以民族
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纲要》的实施将成为文
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随后，文化部出台《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进一步强调：“实施文化
创新、人才兴文、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吸纳人类一切有益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和观念的创新、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体制和机制的
创新、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一战略是由我国
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思想中所定义的
“文化”与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及相互作用的本质。 
二、文化“走出去”是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综合创新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化原理同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形成了独特的
文化思想，解决了文化发展中的中西、古今这两对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
针，解决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取向问题。而这一方针对于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实施文化“走出
去”战略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于古为今用，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论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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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
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
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
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



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
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所以我们
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
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
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1960年他再一次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
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  
中华文化要“走出去”，首先就要做到“古为今用”，要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精华部
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吸收和借鉴，把尊重历史和适应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优秀的
传统文化遗产，要从今天的现实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其在当今的价值和意义，借鉴和吸收历史文化遗
产中有益的成分，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新文化相互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文化。使有价值的、有用的东西成为创新的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
要内容，使全新面目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全面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 
毛泽东对“洋为中用”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
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
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
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
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
批判地吸收。”这一观点生动地阐述了“洋为中用”就是要以中国为中心，结合中国国情，实现中西文
化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对西方文化的盲从。 
毛泽东曾谈到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
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虽然说的是研究党史，
但实际上对于解决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问题同样是适用的，为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
则。毛泽东在1945年重申：“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
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
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建国后，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
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
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但他指出，这种学习是“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
中国的帽子。……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
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
东西”。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
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洋为中用”的原则要求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坚持科学态度、科学精神。面向世界，对
外交流，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达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目的。可以看出，毛泽东
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是立足于“今”和“用”的基础之上，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明
成果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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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在“走出去”过
程中需要坚持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基本方什。 
三、文化“走出去”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继承发展 
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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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这一方针进行了论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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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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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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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的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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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方针承认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事实，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正确对待不同于物
质生产世界的人的精神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双百”方针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从根本上
说是因为这一方针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
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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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持这一方针的，他曾指出：
“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并对此有过生动的阐述：“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
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
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
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双百”方针体现了文化的开放性这一普遍性原理，对于正在实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有着深刻的借
鉴意义。中华文化需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既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
个方向。无数历史证明，越是开放的文化，就越能容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封闭孤立
的文化必将停止不前。如果没有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会失去丰富的世界文明
资源，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因为人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华文化只有全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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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基点，与世界其他民族异质文化进行交流，通过吸收与借鉴各个国家、
民族的现代先进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才能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 
文化“走出去”的本质正如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
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国人民创造的独特文化都是这座
殿堂里的瑰宝。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人类历史发展的
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
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
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文明多
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
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
丰富多彩。” 这一精辟论述可以说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双百”方针所作出的深刻解释，在
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文化必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获取自身发展的无限生机和创造活力，实现中华
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10期《湖北社会科学》） 

(2009-12-9 11:03:00 点击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