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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文化建设与大众文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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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是建设和谐文化的关键之一,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我们有信心,但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和谐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

巨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承认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与多层次性,在积

极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坦然面对并欢迎通俗的市场化的文化活动,各种

有益的文化成分,都应汇合于和谐文化建设的大局。 

  大众文化作为新时期的一种文化形态,其中所产生的优势、便利和恶

习可以说兼而有之,文化媚俗现象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但我们不能因为大

众文化有媚俗化的现象,就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加以抵制,或者将婴儿和脏

水一起抛弃,扼制其发展。而若一味地让其恶俗发展与膨胀,更是对文化

的亵渎。一方面,不排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但我们的主流文化决不仅仅

是以商业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更不等同于商业文化,和谐社会中的主

流文化,它肯定是表现了人民积极健康、引人向上、催人奋进、充满活

力、表达正义,代表了世道人心,表现了民族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和普遍意

义的文化。 

  大众文化应该有市场意识,但艺术家的操守、品格、艺术品位包括意

识形态属性是不能作为商品出售的。一般来说,优秀的文化产品都是有市

场的,但在市场条件下,恶意的、利益化的、不负责任的炒作也会模糊了

公众和市场对优秀文化产品的认知。如果任其发展,长此以往,将会大大

阻碍真正优秀文化产品的创作和走向社会,甚至会遮蔽和埋没真正优秀的

文化作品。大众文化的媚俗,在于过分迁就迎合观众,为了短期的商业效

应,而不惜牺牲崇高和责任,而这种媚俗现象产生的原因应该说并不复杂,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赢利与赚钱,第二是沽名钓誉,炒作多了,让人

有洪水猛兽一下子来到面前的困惑。 

  其实从更深的一层去分析,大众文化在实践功能上具有消解神圣、提

倡个性、解放思想的作用,有利于培养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大众文化娱乐

活动的多样性也赋予了人们乐观向上的生活观念,使他们在娱乐中忘却烦

恼,使他们的生活多样化。同时大众文化还为人们提供了各种文化娱乐形

式、娱乐性活动空间,为人与人的交往沟通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对枯燥单

调的生活也是一种改变,使人的精神生活更为顺畅,不平衡的心理情结得

以疏通。因此在建设和谐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建设

性地、批评性地促使其发展,以正确的价值方向引导大众文化,以高雅的

文化示范大众文化。 

  第一,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始终把人民

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文化

 



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如李长春同志所说的:我们所说的实际,就是今天

中华民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伟大实践。我

们所说的生活,就是今天亿万人民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奋斗历程；我们所

说的群众,就是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人

民群众,他们是文化表现和服务的主体,我们的大众文化应立足于此,为这

个实际而写,为这个生活而歌,为我们的人民而奉献。 

  第二,用好大众文化产业这张牌,广东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

创意、产业、流行文化的发展都让人刮目相看,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要

更上一层楼,就要进一步明确大众文化产业的优势,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大

众文化产业朝纵深的地带发展,以更积极的开放的心态,做大做强广东的

大众文化产业,使广东成为全国大众文化产业的亮点,从而带动其他文化

产业的发展。同时要加强大众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解决大众文化

建设中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此抑制大众文化媚俗现象。 

  第三,加强大众文化体制的创新。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同时也是

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大众文化产业要步入快速发展的轨

道,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在内容上不仅考虑大众的审

美水平,而且更加关注人文精神和综合素质,精神性生存应该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 

  和谐文化是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行为规范,通过评

价、言说、交往等方式教化社会成员,规范人的行为,保持社会认同,凝聚

社会共识,以此去推进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定当能使社会秩序井然、社

会风气醇化、人与人关系融洽、人与自然共生共荣。（钟晓毅 广东省

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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