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毛泽东 时代文化建设的历程 、 成就与 问题

任映红

【
内 容提要 】 我 们 党 领 导 的革 命 、 建 设和改 革 ， 是

一脉相 承 、 薪火相传 、 接力 探 索

的 伟大 事 业 。 改革 开放前后 两 个历 史 时 期 ， 前者 是基 础 ，
后者 是 继承创 新 ， 不 能 割 裂

与 对立 。 毛 泽东 时代 的 文化建 设 ，
经 历 了 破 旧 立 新 、 整 肃风 气 ， 复 苏 繁荣 、

一

波 三 折 ，

低 谷徘徊 、 荒漠 绿 洲 三个发展 历 程 ， 其主 要 成就是 ： 社会风气全 面 净化 、 教 育 水 平 快

速 提升 、 科 技发展成 就 辉煌 、
卫 生 体 育 事 业 全 面 进 步 等 ，

这 些成 就 奠定 了 中 国特 色 社

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 坚 实基础 。 改 革 开放 以来 ， 我 国 的 文化 建设在 继 承 中 发 展 繁荣 ，
同

时
，
还 需 要 以深化 改革 为 突破 口

，
明 确 方 向 ， 攻坚克难 ， 务求实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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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改造 、 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年代 ， 是 自强不息 、 不屈 不挠 、 独立 自 主 、

自 力更生的民族精神得 以锻造凝聚的时代 。 但是 ， 国 内外敌对势力 以 及别有用心者歪 曲历史事实 ，

妖魔化毛泽东 ， 企图摧毁人民的信仰和精神支柱 ； 他们歪 曲我 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 ；
他们

有意割裂历史 ， 把毛泽东与邓小平 、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 ，
无限夸大我们在前进中

出现的困难和矛盾 ，
以动摇全国人民 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 众所周知 ， 苏联解体 、 苏共垮台就是从

全面否定苏联历史 、 苏共历史 ， 否定列宁等领袖人物开始的 ， 前车之鉴 ， 教训可谓深刻 。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 调 ，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
不是彼此割裂的 ， 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

“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 ？

。 这一论断 ， 明辨了是非 ， 分清了主流支流 ， 回击了错误思潮 ， 增强 了三

个 自信 ， 集中体现了党对于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 问题的根本立场与鲜 明态度 。

一

、 毛 泽 系 时代文化建设的 发展房程

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
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

１ ？ 破旧立新 ， 整肃风气
（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
）

这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 ， 改造 旧文化 、 探索新文化的时期 ， 为社会主义

改造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

两个不 能否定
”

的重要论述》 ，

《人民 日报》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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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列学院培训高级干部 。

１９ ５１ 年 ９ 月 ， 全国高校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 确立和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

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 二是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 第
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 ，

揭开了新 中国文化建设的序幕 。 此次大会 ， 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确立 了新 中 国文化

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 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 ，
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

三是在破旧立新中

加强教育文化建设 。 １ ９４９ 年底 ，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 在三大改造中 ， 批判唯利是图 、 利

己 主义 、 损公肥私的价值观 ， 肃清封建 、 腐朽 、 奴化的思想
，
旧 习惯 、 旧思想 、 旧制度的影响逐步

消除 ， 确立了平等 、 友爱 、 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 ， 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 、 集体主义观念 、 为人 民服

务的思想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确立和弘扬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中 国 ， 没有黄赌毒 ， 没有假 冒伪劣 ，

贪污盗窃 、 铺张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 千部廉洁奉公 ， 群众友爱互助 ， 社会风清气正
，
路不拾遗 ， 凝

聚力强 ， 令全世界刮 目相看 。

２
． 复苏繁荣

，

一波三折 （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６
｝

这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
文化建设取得了 巨大

成绩 ， 同时也出现了严重失误 ， 有着沉痛的教训 。

毛泽东明确了文艺
“

为工农兵服务 、 为社会主义服务
”

的方向
， 用

“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

的

方针 ， 来对待历史的和外 国的文化遗产 。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毛泽东提 出 ：

“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

放
，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 我看应该成为我们 的方针 。

”① 在比较鉴别中真善美才能战胜假恶丑 。

１ ９５６ 年 ９ 月 ，

“

双百
”

方针正式写人党的八大政治报告 。

“

双百
”

方针的提出 ， 在当时有着政治策略

和文化战略的双重考量 ， 矫正了长期存在的政治功利和专业权威标准 ， 体现了 民主精神 ， 解放了文

化生产力 。

“

如将 １９６５ 年与 １ ９５５ 年相比 ， 群众性艺术表演团体从 ２４ １４ 个发展到 ３４５８ 个 、 文化馆从

２４３７ 个发展到 ２５ ９８ 个 ， 公共图书馆从 ９６ 座发展到 ５７７ 座 ， 博物馆从 ５０ 座发展到 ２ １４ 座 、 广播电台

从 ５ ８ 座发展到 ８７ 座 、 期刊从 ３７０ 种增长到 ７９０ 种 、 报纸从 ２ ８５ 种增长到 ３４３ 种 。

”②

１９５７ 年 ，
毛泽东提出 了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标准 ，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

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 ， 这为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为正确与否 、 警惕
“

和平演变
”

指明 了方向 。 毛泽

东从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中 ， 觉察到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
“

和平演变
”

的危险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
毛泽东敏锐地指 出 ： 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和干部 ， 为了 防止 自 己脱离群众甚

至蜕化变质 ， 必须接受来 自各方面的监督 ，
以防止干部形成特权阶层 、 贵族阶层 。

３ ． 低谷徘徊 ， 荒漠绿洲 （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

“

文化大革命
”

十年 ， 是我国文化事业低谷徘徊的时期 ， 但荒漠中也有绿洲 。

１９６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０ 日 ， 姚文元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 〈 海瑞罢官 〉 》
一文 ， 成为

“

文化大革命
”

的

导火线 。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 ， 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
，
疾风暴

雨式的群众大批判 ， 混淆了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 ， 我 国文化事业跌入低谷 。 如新闻出版业就受到巨

大冲击 ：

“

１９６５ 年 ， 全国共出版图书 ２０ １４３ 种 、 杂志 ７９０ 种 、 报纸 ３４３ 种 ， 到 １９６８ 年下降到 图书

３６９４ 种 、 杂志 ２２ 种 ， 报纸 ４２ 种 。

”③

在
“

左
”

的错误影响下 ，
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 １７ 年的文化建设成就。 大批文艺界著名人士

被划人
“

文艺黑线
”

， 大批传统剧 目被禁演 ，

“

样板戏
”

占据文艺舞台 ，

“

双百
”

方针名存实亡 。

① 《毛泽东文集 》 第 ７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９ 年 ， 第 ５４页 。

② 国家统计局
：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８６
－

８７ 页 。

③ 国家统计局 ：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
，

北京 ： 中 国统计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８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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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
”

后期 ， 毛泽东意识到
“

双百
”

方针的重要价值 ， 还不断强调安定团结 ；
１９７５ 年 ，

他

指示文艺要调整 ，
并让邓小平主持文艺整顿 ， 《长征组歌》 重上舞台 ， 《创业》 《海霞》 等电影开禁 ，

等等 ， 重树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 。

二
、 毛泽 系 时代文化建设 的主要成就和存在 的 问題

新中 国凭着独立 自主、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精神 ， 在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建立了 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
经济发展速度总体较快 。 尤其可贵的是 ，

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得到较大发展 ，

国民文化素质大幅度提升 ； 以两弹
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毛泽东时代的主要文化成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１ ． 社会风气全面净化

新中 国成立伊始 ， 清除弊风陋习 、 社会毒瘤 ， 净化社会风气是重要任务 。 毛泽东严肃地指出 ，

妓院 、 烟馆 、 黑社会是附在中华民族肌肤上的三个大毒瘤 ， 不清除它们 ，
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

一步

地变黑 。 我们在全国范围 内展开清除社会毒瘤运动 ， 移风易俗 ，
荡涤娼妓 、 烟毒 、 乞丐等旧社会的

污泥浊水 。
一是全面禁娼 。 根据毛泽东

“

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

的指示精神 ，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

规模的禁娼行动 ， 采取断然措施封闭妓院 ， 通过教育改造 ，
把妓女改造成新人 ， 使之脱胎换骨 。 二

是禁烟肃毒 。 烟毒在旧中 国泛滥成灾 ， 积重难返 。 中 国共产党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肃

毒斗争 。 三是收容和安置乞丐 。 大批乞丐被收容 ， 通过教育改造 ，
把他们改造成为 自食其力 的生产

者和劳动者 ， 净化了社会环境？ 。 解放军进城后实施军管 ，
镇压反革命 ，

恢复城市秩序 。

毛泽东最担心各级干部经不住金钱和享乐主义的诱惑 ，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

在增产节约运动 中揭发

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 。 毛泽东在盛怒之下 ， 连发三百道
“

猎虎令
”

。 １ ２ 月 １ 日
， 中共中 央做出

“

反对贪污 、 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
”

的决定 ， 掀起了新 中 国成立以来第
一次反腐败运动 。 在

“

三反
”

运动中 ， 刘青山 、 张子善作为
“

共和国第
一

贪污案
”

的主犯 ，
于 １ ９５２ 年被判处死刑 ， 被称

为
“

开国第一刀
”

。 毛泽东希望通过严惩来杀一儆百 ， 让共产党经受住
“

进京赶考
”

的考验 ， 不致

重蹈李 自成的覆辙 。

“

三反
”

运动严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 纯洁 了党的肌体 。 顺民意 ， 得

民心 ， 树立了朴素廉洁的社会风气 。

２ ． 教育水平快速提升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铸就了 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 大量统计资料证明 ， 新中 国 的全民扫盲 、 中小

学教育 、 大学教育 、 留学生教育成就斐然 ， 全面提升了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 主要表现为 ：

一

是开展全民扫盲运动 。 新中 国成立时 ，

“

全国 目 不识丁人 口 约 ４ ． ３ 亿人 ， 文盲率高达 ８０％
”？

。 毛泽

东亲 自部署掀起四次扫盲高潮 ， 成效巨大。 到 １ ９５３ 年止 ， 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 １００ 万人 ， 扫除农民

文盲 ３０８ 万人 。 毛泽东亲 自制定每人必须认识 １５００ 到 ２０００ 个字的扫盲标准 。 大跃进时期 ，
在往年

扫盲速度的基础上加快 １〇 倍以上 。 １９６４ 年 ， 我国开始第二次人 口 普查 ， 对国 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

全面调查 ， 结果显示 ：

１ ５ 岁 以上人口的文盲率 ， 已经由解放初期的 ８０％ 下降到 ５２％
；
 １ 亿多人摘除

了文盲的帽子？
。 二是普及中小学教育 。 在毛泽东时代 ， 普及基础教育成就巨大 。

“

１９４９ 年 ， 中 国普

① 张浩 ：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移风易俗的政策与实践
一以北京市为个案 》 ， 《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 理论版》 ２０１ ０ 年第 ９

期 。

② 李小军 ： 《数读 中国 ６０ 年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９９ 页。

③ 吴珏 ：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四次扫盲高潮 》 ， 《湘潮 》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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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小学数量为 ３４６７６９ 所 ， 在校生 ２４３９ ． １ 万人 ； 到了１９６５ 年 ， 小学数量猛增到 １６８ １ ９３９ 所 ， 创下新

中 国成立至今小学数量最多的纪录 ，
在校生为 １ １ ６２０

．
９ 万人 ；

到 １９７５ 年
，
小学数量虽 下降为

１ ０９３３ １ ７ 所 ， 但创下新中 国成立至今在校生人数最多的纪录 ， 多达 １ ５０９４ ． １ 万人。

”① “

１９４９ 年 ， 全

国普通中学只有 ４０４５ 所 ， 在校生 １０３ ．９ 万人
；
到 １ ９７５ 年 ，

全国普通中学数量上升为 １２３ ５０５ 所 ， 在

校生数量为 ４４６６ ． １ 万人。

”② 职业中学数量和招生数也大幅度提升 。 三是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９６５ 年
，
中 国高等教育平稳发展 ，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 。

“

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７ 年的 ２０ 年间 ，

中 国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为 １８ ．５ 万人 ， 平均每年不到 １ 万人 ， 这就是旧 中 国留给新中 国的
一

个教育烂

摊子 。
１９４９ 年

， 全国仅有大学 ２０５ 所 ， 在校生 １ １ ． ７万人 ， 平均一所大学仅 ５７０ 人 。

” ③ “

１９７６ 年 ， 大

学在校生为 ５ ６．５ 万人 。
１９７８ 年中国普通高校的数量已达 ５９８ 所 ， 但仍低于中 国历史上大学数量最多

的 １％２ 年的水平 （
６ １０ 所 ） 。

”④
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 为科学技术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 四是重视留学生教育 。 新中国成立之初 ， 各类人才匮乏 ， 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

封锁 ， 限制了我国对外派遣留学生和吸纳来华留学人员 的规模 。 统计资料显示 ：

“

１ ９５２ 年 ， 中国 向

海外派遣留学生 ２３ １ 名 ，

１ ９５７ 年达到 ５四 名 ，
１９６２ 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降为 １ １４ 名 ，

１９６５ 年又恢复

到 ４５４ 名 。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
１ ９７５ 年曾向海外派遣过 ２４５ 名 留学生 。

” ⑤ 留学生教育拓展了新中

国的国际视野
， 还吸引 了许多人才回国效力 。

３ ． 科技发展成就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 ， 党和政府在积极争取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同时 ，
自主培养人才 ， 建立科研机构 。

“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 我国提出 了
‘

向科学进军
’

的号召 ， 成立了 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 ， 组织全国 ６０〇 多

位科技专家 ， 制订了 《 １ ９５６ 年到 １９６７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 拟定了５７ 项重大任务 。 此规划

的主要任务于 １ ９６２ 年提前完成 ， 奠定了 中 国的原子能 、 电子学 、 半导体 、 自动化 、 计算机技术 、 航

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基础 ， 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⑥
１ ９５９ 年 ， 李四

光等打破了
“

中国贫油论
”

的结论 ；
１ ９６０ 年 ， 物理学家王淦 昌发现荷电反超子 －反西格马负超子

（ 艺
－

） ， 投入到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中 ；
１９６４ 年

，
中国 自行研究 、 设计 、 制造的第

一颗原子弹装

置爆炸成功 ；
１９６５ 年 ， 生物学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等 。 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倍

增 ， 为科技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 ， 我 国科技发展整体停滞 ， 但部分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１９６６ 年 ， 中国

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

１ ９６７ 年 ， 第
一

颗氢弹空爆成功 ；
１ ９７０ 年 ， 人造地球卫

星上天 。 新中国仅用了
２０ 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科技发展道路 。 邓小平后来评价

说 ：

“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 国没有原子弹 、 氢弹 ， 没有发射卫星 ， 中 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

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 这些东西反映
一

个 民族的能力 ， 也是
一个民族、

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标志 。

” ⑦ 毛泽东时代 ， 我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从无到有再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 成就巨大 。

４ － 文学创作百花争妍
“

双百
”

方针活跃 了思想 ， 激发了创作热情 。

一

是小说创作精品迭出 。 作家们满怀政治激情 、

① 李小军 ： 《数读中国 ６０ 年》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９９
－

２００ 页 。

② 李小军 ： 《数读中国 ６０ 年》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９８－ １ ９９ 页 。

③ 李小军 ： 《数读中国 ６０ 年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９２ 页 。

④ 李小军 ： 《数读中国 ６０ 年》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９３
－

１ ９４ 页。

⑤ 李小军 ： 《数读中国 ６０ 年》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９７ 页 。

⑥ 金勇进 ： 《数字中国 ６０ 年》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３７７ 页 。

⑦ 《邓小平文选 》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９９３ 年 ， 第 ２７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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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毛 泽东 时 代文化建设 的历程 、 成就与 问 题

革命英雄主义 、 浪漫主义精神 ， 战争小说精品迭出 ， 家喻户晓 。 讴歌新生活的史诗性作品应运而生 。

二是散文诗歌清新优美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 ，

“

政治 ＋诗意
”

的散文优美清新 ， 富含哲理 、 意境

之美 。 诗人们倾情赞美人民政权 ， 如胡风的 《欢乐颂》 和 《光荣颂》 、 贺敬之的 《放声歌唱》 、 郭小

川的 《致青年公民 》 组诗等 。 三是京剧现代戏古为今用 。 《芦荡火种 》 《红灯记》 等剧 目 ， 古为今

用 ，
艺术形式上有许多新突破 。 四是地下文学引人瞩 目 。 在极

“

左
”

的特殊政治环境中 ， 作者抒发

情怀 ，
要靠

“

地下文学
”

和
“

潜在写作
”

，
如 《天安 门诗抄 》 《第二次握手 》 等 ， 满怀政治关切 ，

充满了冲破现实罗网的超越 。

５ ． 影视艺术异彩纷呈 、 文化场馆建设快速发展
一

是电影艺术百花争妍。 《红色娘子军》 《 白毛女 》 等感动了
一代中华儿女 。

“

双百
”

方针的提

出 ， 使故事片产量猛增 。 １ ９５９ 年
，
电影事业 日渐繁荣 ， 《林则徐》 《青春之歌》 《五朵金花》 等影片

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
一

； 到 １ ９６５ 年 ， 拍摄了 《 甲午风云》 《红旗谱》 《小兵张嘎》 《英

雄儿女 》 等优秀影片？。 １９６２ 年制作的风靡全国的越剧版电影 《红楼梦》 ，
１９７ ８ 年至 １ ９８２ 年 ， 这部

电影的票房收入达 ２ 亿元 ， 吸引 了
１２亿人次观看？ 。 二是文化场馆建设快速发展 。 １９４９ 年 ， 我国县

级公共图书馆有 ５５ 个
，
９８４ ．９ 万人才拥有 １ 个 ；

到 １９６５ 年发展到 ５７３ 个 。 高校图书馆由 １ ９４９ 年底

的 １３２ 所发展到 １ ９６５ 年的 ４３４ 所 ； 工会图书馆由 １９４９ 年底的 ４４ 所发展到 １ ９６３ 年的 ４３ ５４６ 所 ； 边远

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了新馆？ 。
１ ９４９ 年

，
全国博物馆只有 ２ １ 个 ，

２５７９ ．４ 万人才拥有 １ 个。 新

中国发布
一

系列法令保护珍贵文物和文化遗址 ， 经济再困难也要拨款建博物馆 。 １ ９５７ 年 ， 全国博物

馆达到 ７ ２ 个 ， 除青海 、 西藏外 ， 大都建立了省级博物馆 。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后期 ， 北京建立了规模较

大的中 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国家级博物馆？
。

６ ． 新闻出版繁荣兴旺

１９４９ 年
－

１９５６ 年 ， 新中 国对新闻 出版事业进行了整合改造 。 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新闻总署的统计 ： 全

国共有报纸 ２８ １ 家
， 其中私营至少为 ５ ５ 家 。 中央允许少量 民间的 、 党外报纸的存在 ， 还有扶持政

策 ， 如 《大公报》 《文汇报》 等就有着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 。 新华通讯社成为 国家通讯社 ，
１９５ ２ 年

９ 月成立了 中 国新闻社 。
１９５０ 年

，
全国共有人民广播电 台 ６５ 座 （ 不包括台湾 ） ， 除西藏外 ， 各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建立了广播电台
？

。

据 １ ９５０ 年 ６ 月 出版总署调查 ：

“

当时全国的国营出版社有 ２５ 家 ， 公私合营出版社有 ２ 家
， 私营

的出版单位有 １８４ 家 。

” ？ 我 国采取措施 ， 壮大国营性质的综合出版社 ， 在 自愿原则下对私营出版社

进行公私合营 ， 陆续成立了人民 出版社 、 人民教育出版社等 。

“

到 １ ９５６ 年底 ， 全国共有国营 出版社

８０ 家 ， 公私合营的 １７ 家 。

”⑦ 国营出版单位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 毛泽东著作共出版了 
４８

种 ； 文史哲类著作仅 １ ９５６ 年就出版了
１ ８０ 多种 ；

还翻译了大量苏联文学作品 ， 仅高尔基的著作就出

版了
８０ 多种 ； 连环画 、 科普读物更是种类繁多 。 但是 ，

“

文化大革命
”

开始后 ， 许多出版社被合并

或撤销 ，
到 １９７０ 年 ， 仅剩下 ５３ 家 。

“

新中 国成立后出版的大部分图书 ， 被批判为
‘

封资修
’

的

‘

毒草
’

，
红卫兵

‘

破四 旧
’

， 大批图书停售 、 禁止借阅甚至被焚毁 。 １９６７ 年 ， 图书 出版数量猛降 ，

① 程季华 ： 《中国电影发展史》 ，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

１９８ １ 年 。

② 《越剧电影 〈红楼梦 〉 将重拍 ， 当年票房达到 ２ 亿元》 ， 《都市快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９ 曰 。

③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事业》
，

ｈ
ｔｔｐ ：／／ｂａ ｉ

ｋｅ ．ｂａｉ
ｄｕ ．ｃｏｍ／ ｖｉｅｗ／ １ １６９４４ １ １ ．ｈ

ｔ
ｍ？ｆｒ＝ ａｌ ａｄｄｉｎ 。

④ 《 中国博物馆发展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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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贺绍俊等 ： 《共和国 ６０ 年文化发展 》
，
北京 ： 中 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７５ 页 。

⑥ 言厚枢 、 魏玉山 ： 《中国出版通史》 （ ９ ）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３９ 页 。

⑦ 贺绍俊等 ： 《共和国 ６０ 年文化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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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克思主义研 究 》
２０１ ５ 年 第 ８ 期

只有 １９６５ 年的 １４ ５％
。

” ①

７ ． 卫生体育事业全面进步

旧中 国战乱频繁 ， 贫穷落后 ， 缺医少药 。

“

１９４９ 年 ， 医院 、 卫生院数量为 ２６００ 个 ， 每万人拥有

卫生机构为 〇 ？０５ 个
；

１９７０年有 ６４８２２个 ，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达 ０ ．
７８ 个。

” ② 毛泽东时代 ， 城市居

民有免费医疗 ， 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农村 ， 培养了遍布乡村和山 区的赤脚医生队伍 ， 农民看病收

费低廉 ， 赤贫者有食品 、 物资 、 住房 、 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
“

五保
”

。 新中 国基本消灭了血吸虫 、

性病 、 麻风、 天花、 鼠疫 、 霍乱等恶性传染病 ， 拥有全民覆盖的医疗保健体系 ； 中 国人的平均寿命

也从 １９４９ 年前的 ３５ 岁延长到 １ ９７５ 年的 ６５ 岁 。

新中国重视体育事业 ，
１９５ １ 年 ， 新中 国实行第

一

个国家体育运动锻炼标准 ， 全民健身热潮蓬勃

开展 ；
１ ９５２ 年 １ １ 月 ， 我国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和省县市各级地方体委 ， 大力发展竞技体育 ，

兴建体育设施 ， 培养体育人才 。 容国团 、 陈镜开为 国争光 ，
中 国登山运动员创下了人类历史上首次

从珠峰北坡攀上顶峰的记录 。 但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 ， 我国体育事业陷入低谷。

这
一时期在文化建设上也有重大失误 ， 突出表现为政治批判的片面性 、 新闻出版的深度迷失等

偏差 ：

一是思想批判的片面性 。 １ ９５ １ 年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是新中 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第
一次规模较大的斗争 ， 名 为讨论

，
实为政治批判 ，

以新闻工具为阵地、 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 ６

１９５５ 年
， 批

“

胡风反革命集团
”

， 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直至 １ ９８０ 年才平反？

。 二是新闻出

版界的深度迷失 。 １９５７ 年－

１ ９６６ 年
，
新闻出版界出现

“

大跃进
”

。 由于全局性指导思想的失误和违

背新闻规律的不实报道
，
对

“

大跃进
”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

“

从 １９６４ 年夏季开始 ， 在意识形态领

域从文学艺术界逐步扩大到哲学 、 经济学 、 历史学 、 教育学等许多方面 ， 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

化领域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 。

” ⑤ “

文化大革命
”

十年 ， 报刊更是成为重灾区 。

三
、 政革开放以来 ， 文化建设在＃承中发展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后 ，
我们党系统纠正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错误 ， 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

思想 ， 创立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文化建设在继承中发展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１ ． 拨乱反正 ，
正本清源 （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２
）

这是告别文革 、 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 、 解放思想的时期 。

一

是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 。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有了历史性转折。 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

标准大讨论 ， 使我们摆脱了
“

两个凡是
”

的思想束缚 ， 打破了文化领域的沉闷

局面 。 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 邓小平在文艺总方向上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精

神 ， 发展高尚 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文化工作实现了从政治反思

到艺术反思 、 从政府包办到 民间参与的体制转换。 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强调两手抓 ， 两手都要

硬。 早在 １ ９７９ 年 ， 邓小平就将党一贯强调的思想政治原则 ， 概括为
“

四项基本原则
”

。 从毛泽东到

邓小平 ， 都提醒全党要警惕 、 防止
“

和平演变
”

， 防止蜕化变质 。 邓小平提出
一

系列
“

两手抓 ，
两

① 贺绍俊等 ： 《共和国 ６０ 年文化发展 》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２ １３ 

－

２３０ 页。

② 李小军 ： 《数读 中国 ６０ 年》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２０７ 页 。

③ 贺绍俊等 ： 《共和国 ６０ 年文化发展 》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２００ ９ 年 ， 第 １８７ 页 。

④ 贺绍俊等 ： 《共和国 ６０ 年文化发展》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８９ 页 。

⑤ 贺绍俊等 ： 《共和国 ６０ 年文化发展》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２ １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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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毛泽东 时代文化建设 的历程 、 成就与 问题

手都要硬
”

的战略方针 ， 包括 ？

．

一手抓改革开放
，

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
；

一手抓经济建设 ，

一手抓

民主法制 ；

一手抓改革开放 ，

一手抓惩治腐败 ；

一手抓物质文明 ，

一

手抓精神文明 。 三是公共文化

事业得到恢复。 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 ， 满足的是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
维护和实现人

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 １９８ １ 年 ， 中共中央下发 《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 》 ， 部署农村文化

建设 ， 兴建群众文化设施 ， 加大了群众文化事业的建设力度 。

这
一

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思想政治教育薄弱了 ，
在思想文化领域滋长了资产阶级 自 由化的

倾向 ， 尽管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反对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 ， 但未能很好地解决 ；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

响 ， 诱发利己主义、 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
社会上较为普遍地存在只重视经济效益 ，

忽视社会效益

的现象等 。

２ ？ 改革探索
，
理顺关系 （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

一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〇１９９２ 年初 ，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 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 。 党的十 四

大提出 ， 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
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 ，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 文化体制改

革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统包统管的模式 ， 从
“

办文化
”

向
“

管文化
”

转变 ， 推动 了文化市场的发育和

拓展。
１ ９９６ 年 ，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

问题的决议》 ， 强调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 ，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

其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作了全面部署 。 二是发展文化产业 。 １９９７ 年 ， 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

出 ， 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 ， 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 。 ２０００ 年 ， 党的十五届五 中全会第一

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 ：

“

完善文化产业政策 ， 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 ， 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

展。

”① 三是实施重大文化工程 。 文化部通过实施创建文化先进县活动 、 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

设、 知识工程 、 蒲公英计划等四大文化建设工程 ， 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文化建设 ； 农家书屋 、 全国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重大文化惠 民工程 ，
增强了文化发展活力 。

这一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关系 即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 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提高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的关系 、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与发展创新的关系 、

促进繁荣与加强管理的关系 、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尚未理顺。

３ ？ 开拓创新 ， 发展繁荣 （
２００２ 至今 ）

这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快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 ，
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 。

一是将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 党的十六大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 形成了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进程中
“

四位
一

体
”

的战略布局 ， 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 十七大提出
“

推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
”

的号召 。 十八大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提高文化软实力 ， 发挥文化引领风

尚 、 教育人民 、 服务社会、 推动发展的作用 。 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弘扬 。 二

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的提出和深化 ， 重新界定了政府文化管理职能 。

党的十七大把建设
“

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 目标之

一

。 覆盖城乡 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初步形成 ， 务能力提高 。

“

２００７ 年
，
全国文化事业费达到

１ ９８ ．９６ 亿元 ， 比 ２００６ 年增加了 ４０ ．９３ 亿元 ， 增长了２５ ．９％ 。

”② 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 群众文化

活动丰富多彩 。 广场文化 、 社区文化、 企业文化 、 校园文化 、 军营文化等各类社会文化 日益繁荣
；

“

以综合行政执法 、 社会监督 、 行业 自律 、 技术监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初步建立
”

？
。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１ ３９５ 页 。

② 蔡武主编 ： 《改革 发展 繁荣
——改革开放 ３０ 年中国文化发展报告 》 ， 北京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１ １２ 页 。

③ 蔡武 ： 《新中国成立 ６０年文化建设巡礼 ： 走向发展 走向繁荣》 ， 《人民 日 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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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升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 。 文化产业投人最小 、 产出最大、 污染最少
，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转

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之一 。 党的十七大将文化产业发展列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

标中 ， 提升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 。

“

近几年来 ，
全国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在 １７％ 以上 ， 比同期 ＧＤＰ 增

速髙 ６
－

８ 个百分点 ， 文化产业对国 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 。

”①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
国家颁布 《文化

产业振兴规划》 ；
２０１０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 ， 这是我国对文化产业最高层次的定位 。 ２０１ ２ 年 ，
《文化部

“

十二五
”

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

划 》 发布 ，
政府加强对文化产业的引导 ， 传统文化产业生机勃发 ， 动漫 、 网络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

发展加快。 四是对外文化交流深化。

“

我国 同世界上 １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 良好的文化交流关

系 ， 与 １４５ 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 ８００ 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 逐步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 、 宽领域 、 多渠道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格局 。

”② 注重顶层设计和长效机制建设 ，
运用好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 、 两种资源 ， 高层往来促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发展
，
深层次思想文化交流规模大 、 影响

广 ， 文化传播方式与时倶进 。 文化外交扩大了中 国文化的影响力 ， 提升了中 国 的国家形象 。

这一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 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受到挑战 ， 树立

“

三

个 自信
”

成为当务之急 ； 中华文化的 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 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有待提高 ；
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缺乏有力的保障和财政支撑 ； 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 东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 ；

“

在文艺创作方面
，
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 、 有

‘

高原
’

缺
‘

高峰
’

的现象 ， 存在着抄袭模仿 、 千篇
一

律的问题 ， 存在着机械化生产 、 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 ③

， 还有基层文化队伍数量不足 ， 专业素质偏

低等问题 。 这一切都表明 ， 新时期文化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

综上所述
， 新中国文化建设带着独特的时代印记和文脉传承 ， 曲折前行 ， 在艰辛探索中获得螺

旋式上升 、 质的提升 。 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成就巨大 ，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根

基 ， 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改革开放以来 ， 党的历届 中 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时代的丰富遗产 ， 坚

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与时倶进 、 求真务实 ， 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 ， 文化建设硕果累累 ， 但

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 这既需要我们科学理性地对待 ， 更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更好地解决前进

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 ， 有效破除影响和制约发展的弊端和障碍
，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

中国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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