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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黄枬森等 刊发时间：2010-10-11 07:37:43 光明日报  [字体：大 中 小]  

    马克思主义是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包含的基本原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对我国文化建设

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有指导意义。 

    正确的指导包含对指导思想的分析、对客观对象的分析和概括,最后得出结论。指导不仅是

在指导思想中进行逻辑演绎的过程,也是在指导思想下深入实际,对实际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的过

程。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起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包含的基本原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对我国文化建设

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有指导意义。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把无处无时不起指导作用的

思想方法,称为思想路线。由于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因而我们在谈到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时,首先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或思想路线的指导。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只有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

点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文化的起源、实质,文化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文化在人类社会中

的地位,文化对其他社会现象的作用,文化的传承,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各种哲学的文化观各不相同,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文化观。作为

文化整体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文化观,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还在形成中。但无论如何,认识一

种文化现象、处理一个文化问题,任何人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观指导。 

    第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

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概括。这种指导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包括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避免“左”或右的偏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文化问题 

    正确的指导包含对指导思想的分析,对客观对象的分析和概括,最后得出结论,这种结论的真

理性才是可靠的,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文化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这是今天还没有充分解决的理论问题。文化不是一类感性事物,

无法根据其感性特征而把文化从其他事物中区别出来。我们对文化的界说大体上有一共识,即人

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诚然,作为精神产品,必有物质载体,但物质载体不等于文化,物质载体虽然

是感性的,载于其上的文化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究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有必要认真研

究。文化是三大社会领域之一,要弄清楚它的内容问题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社会存在决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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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当然会起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循着作为社会存

在之精神反映及其成果把文化因素区别出来。例如,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区别出技

术、自然科学、经济理论,从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关系区别出语言、文字等。对政治领域的精神活

动和文化领域本身的精神活动,也是如此进行具体分析。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

了。 

    总之,指导不仅是在指导思想中进行逻辑演绎的过程,也是在指导思想下深入实际,对实际材

料进行分析综合的过程。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下面,就其中

几个重要问题略陈己见。 

    第一,建设和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问题。至今,还没有大家都认同的科学文化观,即文化哲学,

因此建设和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这个任务,必须以科

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来指导才有可能完成。科学的文化哲学之所以难于形成,是由于人们对其

对象的理解各式各样。应该采取多数人在理论研究中的理解。在理论研究中,各家各派、东西方

往往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列为人类社会三大类活动和现象,把文化界定为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

品,也就是一种可以与经济、政治比较清楚地区分开来的东西。有了比较明确的对象之后,我们就

可以对它作进一步研究。进一步研究应该包括,对它的环境的研究和对它本身的研究。对它的环

境的研究,包括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研究,对社会环境的研究实际就是对它与其他社会因素

的关系的研究,即它与经济、政治关系的研究。对文化本身的研究,包括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研

究,特别是对它的内部结构的研究。这就需要首先对文化的内部因素进行分析,弄明白这些因素之

间的关系。再进一步研究,要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并从中概括出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科

学的文化哲学的建立与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但这种系统的研究是必要的,它将与对现实文化的研究

和文化建设实践互相推动,极大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其成分是很复杂的,

它不但包含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因素,也包含很多外来的文化因素。今天热议中的儒家、国学,不

等于传统文化,但可以代表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和典籍在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主导

地位;国学指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思想、理论、学问,是传统文化在思想、理论上的总括,是传统文

化在思想上的升华。它们无疑可以代表传统文化,但还有许多文化因素,如中华民族长期在严峻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以及抵御外侮的战斗和抗拒阶级压迫中形成的勤劳、节俭、智慧、勇

敢、坚韧、友爱、先公后私、自我牺牲等高尚品质和产生的经验、知识、技术、艺术、箴言、谚

语、风俗、习惯等文化产品,这些有的曲折地反映在传统典籍和文人的著作中,大部分在民间通过

口头、日常生活或通过杰出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代代相传,从而积淀在传统文化中,但往往为后代

的文化研究者所忽视。对传统文化的鉴别,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区分的

标准是什么,往往仁者见仁,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存在客观标准的。这就是:我们不能以

今日之是非为标准,而只能以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为标准。 

    第三,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为基础建设当代中国文化问题。文化是一种非常强大的

精神力量,它不是停留在头脑中的活动,而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其产品也是现实的。文化产品包括

两大部分:一是服务,如演出、传播、管理、教育、医疗等,另一是产品,如图书、艺术品、媒体、

名胜古迹等。它们不但有价值,而且有交换价值,能够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而

且具有经济效益。这样,文化就成了一种实力,即软实力,文化力也被看成一种生产力。但是,文化

产品的生产毕竟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文化产品毕竟不同于物质产品,这就使文化领域变得更为

复杂。这主要表现在文化活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和文化生产的事业性和产业

性的关系上。任何产品一旦成为商品都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重效益。物质资料的产品,一

般说来,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成正比,只有在生产过剩时,经济效益才会下降,但这是由于市场需

要的变化,与产品本身的性质无关。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则复杂得多,有的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的

高低不取决于它的社会效益的高低,甚至社会效益愈高的,经济效益愈低。比如,一本有极高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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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著作的稿费收入可能很低;而一本哗众取宠或低俗的书却有极高的稿费收入。因此,在文化

生产领域,我们绝不能把经济效益摆在首要位置,应该力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如果二者不

可得兼,也绝不能损害社会效益。 

    总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事业性与产业性的关系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复杂问题,我

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解决。 

(作者: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黄枬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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