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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2013-12-04 08:42:00   来源：2013年12月04日 08:18 光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

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他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

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认真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讲话，对

于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把握文化繁荣与民族强盛的关系，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扎实有效地搞好全社会思

想道德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文化条件、提供思想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繁荣中华文化 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支撑 

  列宁指出，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里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没有文化

的发展是短暂的，只有得到文化的滋润，社会才能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民族复兴以文化繁荣为前提条件。诸子论辩、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兴盛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塑

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奠定了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显著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

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更新扬弃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封建文化，使中华民族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结束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催生了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引导欧洲各民族走上了现代文明之路，直接推动了西方

国家持续的繁荣昌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自然诸要素之中，文化是协调各个要素协同发展、相互耦合的关键。

实践证明，没有文化，就难以正确行使国家权力，没有文化，就无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的运行需要

通过文化的反馈形成系统的回路。当文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时，会形成一种正反馈，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文化不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时，就会形成一种负反馈，从而束缚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在经济社会这个大系统之中，文化与其他要素不

相匹配，其他方面发展得再好，也迟早会发生停滞甚至倒退。古巴比伦曾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但文化的不匹配使这颗明珠终如

一颗流星，在人类历史的天幕中倏忽而逝。可以说，没有文化的繁荣，只有经济和军事的强大，这样的民族复兴只是一种表面的

复兴，如冬日的冰雕，炫目难久；而文化的繁荣如果没有先进文化的指引，也只是徒有其表，如夏日的蔬果，易腐难存。因此，

民族的真正复兴必然依赖于先进文化的发展繁荣。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解体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很大的负面

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又乘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对我国大肆进行文化渗透，加之市场经济自身的趋利性特征，导致生态

废、道德弛、腐败行、信仰失等文化症候并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仁者爱人的道德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

放博纳的创新精神等在严峻的考验中经受着八面来风、狂飙突袭式的冲击。因此，唤醒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复兴我们民族的伟

大精神，发展和繁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维护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在强国之路上阔步前行的先决条件。 

  文化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历史经验表明，文化在经济社会系统的诸要素中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特

定历史条件下会导致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时候，文化也有可能异常繁荣。古希腊罗马在生产力

远远落后于今天的情况下，却创造了后世欧洲文化难以企及的高峰。而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又很可能与其大不相



称。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相匹配。其根本原因在于，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

段的时候，旧有的文化体系往往会在其惯性的轨道上继续向前滑行，这个时候如果不对文化进行变革，文化就会束缚经济社会的

发展。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胆扬弃中华文化中的糟粕，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建

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有机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注入了现代特质和活

力，使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境遇中获得了迎接时代挑战的新方向和新动力。此后，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走上了社会主

义的康庄大道。今天，我们也必须对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检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革故鼎新，我们的文化才能够大发展大繁荣，与

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匹配。 

  文化发展是中国系统发展的重要一环。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就是既要搞好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也要搞好文化建设，系统全面地推动中国整体地向前发展，而不是片面地发展某一个方面。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没有

系统的发展和整体的发展，民族复兴的质量就不高；只有文化得到了充分发展，整体实力上去了，民族复兴才具有稳定性、持久

性和坚韧性。从系统的理论来看，在组成国家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诸要素中，只有每一个要素都很强健，而且

系统整体的结构得到了优化，这个系统才可能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强大的功能，也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否则，这个系统就很容

易因为个别要素的非强健性而导致崩溃。文化作为国家系统中的协调性机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决定了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

建立一种什么联系、形成什么结构、具备什么功能。中国在明末就有了商品经济的萌芽，但是由于系统的文化因素并不支持商品

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经历了300多年始终未能发展起来。因此，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系统的

全面复兴。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夯实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中国人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和谐有序，

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面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可以说，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

量。正因如此，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就必须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是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讲的，要形成

“向上的力量”和“向善的力量”。事实上，无论“向上”还是“向善”，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向上，就是“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德精神；向善，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可以说，

复兴这一伟大的传统和道德范式需要全体人民付出艰苦的努力，只有整个民族积极向上、惟善惟是、从善如流，才能形成“向

上”“向善”的力量。一旦形成了这种力量，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就会如铁在合场，被这种力量所吸所引，形成强大的磁力，

吸引更多的人向上、向善。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民族去追求的一个崇高的集体道德境界。这种境界在中华大地的涌现，便成为中华

文化繁荣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象征和标志。如果中华民族能够一代接一代地把这种追求美好崇高道德境界的文化一直传承下

去，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体

现，是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渗透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在社会主义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

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方向，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不断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

制度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保证全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共同前进，把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来。 

  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  

  深化体制改革，增强制度活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文化最富于创造活力。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拆除制度的囚

笼，让文化的骏马风入四蹄，驰骋八方；就是要让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全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持续迸发，就是要举全民

之力推动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培育适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环境、社

会环境和市场环境。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

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使文化管理体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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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模式下运行。 

  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市场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重点

和核心问题。活力来源于竞争。当前文化市场之所以活跃度不够，就是因为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没有建立起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因此，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优化文化生产资料的配置，创新文化生产的投入机

制，壮大文化企业产能，突出文化产品特色优势，增加文化品牌的附加值，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服务和消费，构建文化生产

和服务链条，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体系，允许民间资本、小微企业进入

文化产业，以丰富的文化产品活跃城乡文化市场，创造和培养文化消费，促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营造自由空间，增强创造活力。全面深化改革是在35年改革基础上的又一次攻坚战，要切实解决文化体制长期积淀下来的制

度性痼疾和发展性障碍，就必须打破壁垒和藩篱，正确处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的关系、敢想敢干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集体

创造和个人创造的关系，营造宽松和谐、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解放和增强文化改革

发展活力，使一切文化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使一切创造文化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均等地惠及全体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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