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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决定》精神 推进文化繁荣（１）

郭建郭建郭建郭建宁宁宁宁：：：：传传传传承承承承优优优优秀秀秀秀传统传统传统传统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发发发发展中展中展中展中国国国国先先先先进进进进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2011年11月04日08:5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开栏开栏开栏开栏的的的的话话话话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近年来我国文化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总

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战略方针。本版从今日起，开设“学习《决

定》精神 推进文化繁荣”专栏，陆续刊登专家学者对于《决定》中重要观点和精神的解读和

研究，希望这些文章能够为大家学习《决定》精神提供参考，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起到助推之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

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五千年优秀传统文

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衔接、相互贯通和内在结合，从而使我们今天的文化

建设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高度统一。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传传传传承承承承创创创创新是文化建新是文化建新是文化建新是文化建设设设设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内内内内容，是文化容，是文化容，是文化容，是文化发发发发展繁展繁展繁展繁荣荣荣荣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规规规规律律律律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

民，起着重要的纽带和基础作用。其中诸如以人为本，讲究诚信，强调和谐，重视教育，倡

导德治等等，在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建设中，仍然是重要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奋

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先进文化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是人类

文明进步的结晶，它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否拥有先进文化，

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能力和兴衰。社会主义

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

民的重要力量。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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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浮萍，没有了

根，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园。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

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如何应对全球化

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即使是优秀的文

化传统，也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

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精神，才能谱写新

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发展道路，在这里，悠悠古韵与勃勃生机是有机结合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内在统一

的。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生命，两者不可偏废。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建建建建设设设设优优优优秀秀秀秀传统传统传统传统文化文化文化文化传传传传承体系，承体系，承体系，承体系，着着着着力推力推力推力推进进进进文化建文化建文化建文化建设设设设的的的的现现现现代化、生活化、社代化、生活化、社代化、生活化、社代化、生活化、社会会会会化、化、化、化、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化、化、化、化、网网网网络络络络化化化化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一套具体的做法和合适的路径。中华文化具有悠久

的历史，但是五四以来在文化方面总的看是破的多，立的少，从近百年来的文化讨论来看，

一些相同的主题几乎过几年就被重新提起，老是在批判传统——重建传统——再批判传统—

—再重建传统里兜圈子。结果是，在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

以再犹豫彷徨了。要从娃娃抓起，从最基础的典籍着手，从最基本的文明礼仪和规范做起，

在文化建设方面多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累了极

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规划，加大投入，特

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认真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实保护我们的文化瑰宝。 

  生活化。逐步使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成为日常生活规范。培育与人为

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

际关系，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创造关爱他人、团结互

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 

  社会化。使中华文化走入社区和社会，改造和发展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风俗礼仪，

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保持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和文化传承。 

  教育化。使中华文化成为小学、中学的重要课程。要切实做好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

育，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广泛开

展典籍诵读活动。 

  网络化。要把中华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数字、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使网络成为传播中

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喜爱传统文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

和传播者。 

  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需要具体分析。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在中在中在中在中国国国国特色社特色社特色社特色社会会会会主主主主义义义义的的的的伟伟伟伟大大大大实实实实践践践践中中中中进进进进行文化行文化行文化行文化创创创创造，倡造，倡造，倡造，倡导导导导和和和和发发发发展中展中展中展中国国国国先先先先进进进进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必须坚持——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必须抓住和利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

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国

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

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个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

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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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改革与发展成果。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

主体，也是文化消费的主体。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要体现在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出

人才出精品，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数量增加，质量提升，内容充实，形式

多样，人民群众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形象。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

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内容创

新，文化业态创新，文化机制创新，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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