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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漫谈之五 

 
 
 

民族文化建设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学义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民族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和谐社

会建设的内在精神力量，是丰富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希望所在，也是现代文明建设事业的希望所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在广泛内陆地区，还是在各民族地区，都离不开民族文化的

参与，都不能忽略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倡导的道德诚信、团结友爱、相

互帮助等观念，在民族文化中包含有较丰富的内容。许多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包含有崇尚正

义、反对邪恶，崇尚道德仁爱，反对无道不义等内容。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不能仅仅理

解为民族服饰、民族歌舞等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是要牢牢把握其内在的精神内涵。在民族服饰和

民族歌舞中，我们看到的是各族人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各种民族文化形式

包含有较丰富的精神内涵，对于充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容、调剂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都起到积极

的作用。民族文化不只是在民族地区起着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并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作用，而

且在非民族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及许许多多文化生活领域，也起着同样作用。如今，民族文化已

经走进了城市文化生活，走进了现代文明生活，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各民族人民共同精神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融入到现代文明生活之中，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方面，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中最具价值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

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希望所在，她代表了中国文化走向繁荣的希望。民族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一个

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与美好前景。虽然受历史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制

约，民族文化在保护、整理、挖掘、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但是其发展

空间则非常广阔，其发展前景也非常看好。这主要是因为，民族文化确实包含着许多优秀的内



容，包含着丰富的珍品，可挖掘的有价值的东西太多。民族文化中积极的进步的向上的内容也是

多姿多彩，数不胜数。只要我们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善于把握民族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勇

于结合现代文化特点与规律加以改造和创新，一定能够从民族文化的宝库中发掘出丰富的精神珍

品，创作出既保留民族特色又适合时代需要，既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又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既能满

足民族地区人民的精神需求又能融入世界文化消费主渠道的高品质文化精品，为推进中国先进文

化建设事业增光添彩。 

 
      应该看到，民族文化要在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积极的重要的角色，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至少必须解决好下面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要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在民族地区

做好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让民族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群众，高度重视并认识到民

族文化在民族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动民族文化的建设，将

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建设，融入到祖国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之中。其次是要解决民族文化资金投入不

足的问题，要加大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要舍得在民族文化的建设中花力气花本钱，要正确

处理好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要将民族文化建设整合到民族经济

发展之中，使之成为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动力。最后是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事业，将民族文化事

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对待。具体地讲，就是要重视发挥从事民族问题研究专家学者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从事民族文化事业工作者的积极性，将民族问题的学术研究、民族文化的新闻传媒工作

整合起来，共同为建设先进的民族文化事业做出积极的努力与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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