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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站在中国共产党80 多年丰厚历史的基础上, 系统总结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先进文化

的经验，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和谐文化的建设, 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始终高举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

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记载了我党带领人民选择先进文化并沿着先进文

化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的历史轨迹。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文化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先进知识分子

努力实践先进文化的结果。正是由于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接受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传播先进的革命理论， 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的同时, 始终把革命文化看成是“革命总战

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重视文化建设, 用先进文化武装党、军队和人民。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 提出了一

系列关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思想和主张,为当时的新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蓬

勃发展。20 世纪30 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 抗战时期从蓬勃兴起的延安文艺运动到欣欣向

荣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 从不屈不挠的国统区文化运动到险恶环境下发展的“孤岛”文化救亡运动, 这一切都记

录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足迹。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进行经济建

设的同时, 对新中国文化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方针和原

则: 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关于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关于建立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和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思想; 关于坚持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到巩固社会主

义政权高度的思想, 等等。在其指导下, 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

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重视文化建设, 开始从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布局去思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问题。1986 年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决议》阐述

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 明确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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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艺术事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正式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 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

崭新观点, 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起来。2000年,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把党的建设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把党能否立于不败之地与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密联系起

来,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党提出的新要求, 设立的新目标, 是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意识。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

观点: 如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国家文化安全论, 提高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 和谐文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等, 发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 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文化自觉。总之, 

中国共产党80 多年的历史是不断弘扬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我们要把当前的先进文化以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于

生动具体的党的历史进程中, 融于丰富鲜活的党的历史经验中。充分发挥党史的借鉴功能, 从我党建设先进文化的

发展历程中吸取营养, 得出启示, 将有助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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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奋发进取的

精神支撑。一个民族, 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 就不可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更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要树立在全社会得到广泛认同的精神旗帜, 大力弘扬和培育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铸就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撑, 不断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 使全体人民始

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把握了这一点, 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

质、最集中的体现, 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气节、民族品格和民

族精神。如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奉献精神; 反抗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 “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刚正气概以及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等。所有这些都

为历代进步人士所推崇, 世代相传, 形成了一种民族的风骨与气度，铸就了民族的灵魂。鲁迅先生曾说过: “唯有

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唯有它发扬起来, 中国才有真进步。” 

当今社会, 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文化国力集中表现为全民族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

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巨大凝聚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 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

的凝聚、激励作用越来越突出, 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 我们要不断汲取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 对传统文化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华部分, 积极加以继承, 使之在新

时期发扬光大。 

此外,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 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培育和弘扬的历程,抗战文

化是最好的说明和印证。在外敌入侵,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 我党审时度势, 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全民族

抗战的文化方针政策, 在其指导下,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文艺救亡运动, 振奋了民族精神,调动起全民

族的抗战热情, 谱写出一曲曲团结御侮、保家卫国的民族正气歌, 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到各抗日根据地, 从大后方国统区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 广大文化人呼应

民族抗战的需要, 在党的指引下,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 “道义在肩, 妙手著文”, 奏响民族抗战的最强音。《义勇

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响彻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

声。”这一切都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 鼓舞了民族斗志, 振奋了民族精神, 铸就了民族灵魂, 对促成、

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激励全民族抗战起到了巨大作用。如果说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中华民族

的壮举, 惊天动地的伟业”, 那么也可以说, 曾为这场战争竭尽全力和作出贡献的抗日文化运动, 是中国文艺史上

的“奇观”、“壮举”和“伟业”。 

今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更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作为我党

革命文化传统和光辉成就的抗战文化, 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以史育人, 对当前弘扬和培育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 我们应汲取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把民族精神进一

步弘扬起来, 并不断结合时代发展要求, 将现代内涵融入民族精神之中, 重塑当代中国精神, 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



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凝聚和激励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 

（作者：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来源：《北京党史》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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