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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要“帝王文化”还是要社会主义民主文化？ 

电视：要“帝王文化”还是要社会主义民主文化？  
 

寇庆民  

2005年元旦早晨，人们打开电视，看到的是清十二帝疑案的讲座，上午是宰相刘罗锅的电视剧，过了没几天，又在黄金
时代播放58集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 

当我们的执政党大力进行先进性教育（这其中应该包括“先进文化”的教育）的时候，电视，作为当前对千家万户最有冲
击力和影响力的媒体（而且是作为党的喉舌）却在2005年一开始就发起“帝王文化”的密集攻势。 

现在国际上的力量对比和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中华文化有不亚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生命
力，起作用的是其中蕴涵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包括变革旧文化旧制度，创造新文化新制度的勇气和能力。但客观地
看，资本主义文化优于封建文化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文化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优于资本主义文化，问题是我国现在的
文化是一个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的混合体，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封建文化都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实。如
果向前走，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分多一点，就可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如果向后看，回到封建文化不是没有可能，而
且这是很现实的危险，看看现在的电视就知道了。 

有学者分析中国现在体制的实质是权力和国际资本结盟，再加上封建文化吹风助威，就很容易回到一种依附于新帝国主
义的专制腐败政体，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上的拉美化，从而大大延缓甚至断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对封建帝王文化不
可小视。 

一个单纯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经济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的。中国现阶段需要一种吸收了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先进合理成分
的社会主义文化，如弘扬创新文化，创业文化（企业家文化），诚信文化（社会信用意识），民主参与文化等，而摒弃
封建文化，这需要中国文化界共同努力，文化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吸收了国际工人运动所推动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实质内容，从而在欧洲发展出社会民主政体。欧洲
的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成功道路，可以说成是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
义文化通过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些合理内容，也可以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但回归封建文化则是没有出路的。尤其中
国正处于发展的“1000美元关口”，文化的“导向作用”至关重要。 

以往人们习惯于欧美并提，然而现在欧美是否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还需要观察，起码欧美的发展道路是有区别的。
美国正走向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而欧洲则坚持了西方文化的人本主义主流传统，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较严
重，欧洲国家制度中社会主义因素较多，孰优孰劣，还要看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文化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使中华民族在20世
纪呈现出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社会由一盘散沙成为一个世界上不容忽视的整体力量，如果回归封建文化，则
会重新变成一盘散沙。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还是不完善的。人的发展是发展的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然而在中国社会还未得
到全面实践。一些阶层的“发展需要”被压缩或忽略了，以至于出现新的包身工现象，农民工需求也还未被充分纳入社会
发展规划体系。因而如果说需要理论创新，最需要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的观点应用到农民工等阶层身上，
考虑他们的发展需要，切实维护工人利益。解决好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的自我发展问题，包括城市居民身
份，社会保障，培训等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封建文化的特点是高度集权，皇帝一个人（有时是皇太后）控制一切，《汉武大帝》这一电视剧在揭示封建制度权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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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上，采取的是写实的笔法，这或有助于人们认识当时社会权力斗争的残酷，但在这一电视剧及其广告中的颂扬成
分，有可能对青少年起误导作用，实际上那一套权谋之术到近代是腐败没落的，是中国近代走下坡路的根源。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具有民主精神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的是创新文化，企业家文化。用先进文化教育人民是有必要的，
但要用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而非封建帝王文化，否则在弱肉强食仍是国际关系现实逻辑的今天，中国将无以
自立。 

 
文章来源：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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