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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逻辑

王永贵

［摘 要］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新发展阶段文化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和民族立心立魂的工作。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
取向和独特的意识形态逻辑。要坚定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原则:坚持正确方向，坚守马克思主义
立场和人民至上情怀;提升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自觉:增进文化自信，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
文化基因;厚植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根基:筑牢民族精神支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
现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脉搏:推动文艺发展繁荣，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开拓文化强国建
设的意识形态支撑场域:增强创新能力，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彰显文化强国建设的对外理念:树立国际
视野，注重文明交流互鉴。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持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
观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关键词］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逻辑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进一步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并

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建设的性质、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必须坚持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发

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面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我

们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不断提

升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水平，着力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意识形态逻辑，为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不断提供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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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定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原则:坚持正确方向，
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人民至上情怀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① 党对意识形态建设这一科学而精准的定

位表明，文化强国建设首要的根本原则就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鲜明的人民导向。我们党自

成立之初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

繁荣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和坚守

人民立场。新时代以来，在文化建设上，党着力解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等问题，就意

识形态领域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更凸显了人民至上的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

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②的确，文化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的重要呈现方式之一，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人民情怀。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从事文化活

动的时候，“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

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③因此，坚持意识形态属性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

义。具体说来，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④文化建设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站稳

人民群众立场，把握好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原则，这也是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首要遵循。

“意识形态作为一面旗帜，能够引导一个国家的政治目标和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可以左

右被引导者的思想走向。”⑤故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最根本的在

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

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

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⑥文化事业是一项具有政治指向性的活动，新时代

意识形态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目标，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准则。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

毫动摇。”⑦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交锋更为频繁，各种非主流文化、消极文化时常泛起，也存在一

定程度的文化发展不平衡等现象，不断阻碍社会主义文化的向前发展，必须激浊扬清。与此同时，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对激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文化活力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因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立场在文化繁荣发展事业中更显必要，特别是面向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确立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原则制度化、常态化。

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一方面，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工作者应秉持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共产党人更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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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来筑牢新时代的精神支柱”。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

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②广大

文化工作者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信心、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

自觉地融入文化产品创作中。优秀的文化产品作为文化发展的载体，能够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的精

神内涵，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文化发展要自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同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文化划清界限。要敢于并善于抵制错误的文化思想和文化导向，坚持马克思

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扎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创

造，自觉担当新时代的使命任务。

文化事业的繁荣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曾指

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解释了人

民群众对于历史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

切为了群众。就文化发展而言，就是要扎根人民的火热实践，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引导人民铸魂筑

梦。其一是文化创作要扎根人民的火热实践，只有“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④ 从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来看，“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

前进”。⑤ 只有从人民的实践需求出发，才能激发文化创造的无限潜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艺

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⑥那些脱离群

众现实需求、无法反映群众价值诉求的文化产品终将成为历史的浮萍。其二是文化产品要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毛泽东曾指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⑦如果忽视

人民的需求，文化繁荣将失去根基和动力，文化精神将失去寄托。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目标来看，还需要创造更多与物质文明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成果，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

活力。”⑧其三是文化发展应致力于凝聚民族共识，持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影响力。从本质上而

言，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积极的文化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精神境界的提升，消极的文化则

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

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

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⑨从世界范

围看，文化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窗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还应致力于彰显别具一格的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好构筑起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二、提升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自觉:增进文化自信，
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基因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前提就是要增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自觉与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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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自身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认同和践行，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信心，是一个民族自信力的最

高表现，是文化归属感和国家安全感的集中体现。就文化自信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而言，一

方面，文化自信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

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含着最深厚的价值理念和

精神追求，在探索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革命文化和奋发向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流意识

形态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另一方面，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能更加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自信。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关键工作。其中，“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② 因此，要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传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自信。要“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

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

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

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③ 当然，在这样的文化自信中，还需理智清醒地对待外来文

化的侵蚀和消解，不断创新中华文化的表达方式，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共识和国际影响力。

要增进文化自信，还需要以增强历史自觉和提升文化自觉为前提。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实际

上是对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认知和认同，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支撑。费

孝通曾认为: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

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

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同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

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④因此，只有培育起对自身文化发展的自觉认可，才有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自信，才能树立起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理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

作“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

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

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

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⑤ 这“四个讲清楚”的文化自觉方略，是对党思想教育优良传统和优势的继承，

是对文化力量的新认识。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注重对待传统文化的自觉态度，强调:

“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

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⑥可以说，

树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是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再以时代性为现实关怀，

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评判，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超越，从而发挥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中的功效。

当然，增进文化自信理应落脚于文化自强，这“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影响力、强

大的活力创造力、强大的实力竞争力”，⑦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水平。首先，坚持中华文化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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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念，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

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①可以说，中华文化是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建设的深厚基础。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背景下，坚定对自身文化的自强信念，能够在实践中

不断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其次，文化自强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竞争提供充沛的文化力量。

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丰富多样的文化表达方式越来越成为影响主流意识形

态竞争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

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

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②可以

说，坚定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强意识，有助于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社会思潮交锋

中的舆论阵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再者，以自强的文化信念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能力。

文化自强，就是要在多元纷杂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中阐明自身理念，特别是“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

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③ 培育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

强，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入手，坚决同非主流意识形态作斗争。在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交锋

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求同存异的理念为指导创建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构

建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多元社会思潮良性互动的动态格局。

三、厚植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根基:筑牢民族精神支撑，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支撑，但如果缺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缺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弘扬，缺少对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统筹，将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缺失，因此，必须不断厚植文化

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④

如此看来，要在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中激发社会成员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

思潮中加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迫切需要充分发掘文化建设的历史基因和传统优

势，厚植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根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

基因。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现实文化的基础性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在人类

文明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

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提出: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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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①，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②

从而不断厚植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基因和传统优势。

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需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核心理念思想、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③中华文化

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为人类和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

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主张“挈其瑰宝而绝其缁磷”，后来提出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思路，体现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邓小平非常重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多次强调: “社

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④

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双向互动中实现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绝不能因循守旧，要紧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

的发展态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

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⑤为此，一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在历史的积

淀中，中华文化形成了以“和”为重要特征的文化体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特别是针对社会

转型期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关系变革等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

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⑥从而丰

富“和”文化的时代新意。二是要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厚的道德理

念，例如:仁义礼智信的个人道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美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

会道德;化为万物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念。要把弘扬传统美德与传播时代道德紧密结合，将之视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

德支撑。三是要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了对人的尊严以及对人的价值

和命运的关切，这是一种为了人、关注人、理解人、把人当成人的思想情怀。”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富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就文化发展而言，要坚持以人民的文

化需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文化的期待。

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科学正确的方法论为指导，继承蕴含其中的审美情趣、价值

标准和传统智慧，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

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

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⑧ 具体而言，要将传统文化与实践发展和时代

精神相结合，不能孤立的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⑨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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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形式。但就其文化菁华来说，高度凝聚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文明智慧和精神力量。弘扬

不是为了固守而是为了扬弃，批判不是为了推翻一切而是要在继承中谋求发展和创新。要善于把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在此

基础上也要坚决反对错误的文化理念，要传播文化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

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①的文化理念。正确的文化理念不应该否定传统，而应该从延续民族的文

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要重视文化领域的宣传思想工作，持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 “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

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②总之，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中，更好地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空间广延性和价值普遍性，扩大当代中国

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断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基因，厚植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根基。

四、展现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脉搏:推动文艺发展繁荣，
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文学和文艺作品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既可以呈现出历史发展的状貌和

样态，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

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

线。”③创造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文学和文艺作品，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

要论述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优秀的文化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作水平，起到激励

人心、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从我国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文化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不适应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例如，文化在涵养国民素质方面的效能还有待提升，某些文化产品存在空壳化现象，

一些领域存在的流行文化、低俗文化等文化样态冲击和影响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发展，需要优秀的文学和文艺作品。首先，优秀的文化作品

总是能够“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④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

重要载体。从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先秦时期反映百家争鸣的文化理念，到唐宋时期一大批诗

词文曲，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体现文化创新的白话文，这些都充分表明，文化作品是一个时代的核

心理念、重大事件的集中呈现，一旦其自身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就会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这一时

期文化领域的繁荣和兴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更加需要一大批思想深邃、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力作。其次，优秀的文化作品能够“用独到的思想启迪、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

的心灵，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⑤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托。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要以新的文化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这是对文化产品创作提出的内在要求。坚定文化自信，是我

们在多样文化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因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必须借助优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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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生动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构筑

中华文化的精神高地。再者，优秀的文化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

代的烙印和特征”，①能够持续扩大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也迎来了创作

的春天。但其中也不乏低俗、庸俗、粗俗的“三俗”文化产品，这些不过是历史的浮萍，不能反映一个

时代的风貌，是价值观念的变异且与主流风尚相悖的，任由其发展必然会削弱社会主义文化的魅力

和影响力。而优秀的文化作品往往能够历尽时代的浪涛，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持续的生

命力。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就必须要大力推进优秀文

学和文艺产品创作，并落实在具体的文艺作品中。进入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作出应有的贡献。

塑造人心先要塑造自己，要做“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文化工作者，勇

立时代潮头推进文化创作。从本质上来说，文化产品是社会生活在文学家和艺术家头脑中的产物，

伟大的文艺离不开伟大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

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

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②担当好文化从理论创造到指引实践发展的桥梁和中介。

必须明白，只有优秀的文学和文艺作品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何为优秀呢? 一方面，文

化产品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

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③让主旋律更加高

昂、正能量更加充沛。另一方面，新时代的文化产品更需要推出“精”品，即有思想精髓、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等。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还要注重文学和文艺批评，完善文化产品的检验和评价体系。具体来说，就

是要建构经得起人民检验，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的评价体系。文

艺需要批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文艺批评的“历史标准”和“美学标准”。面对不同时期、不

同程度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声音微弱，文艺批评家不敢发声、不敢旗帜鲜明地提出批评

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

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

围。”④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的发展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的评价原则。随着文化产业进入国家战略视野，文艺事业越来越融入市

场规律的运作之中，但文艺又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具有文化传播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对此，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好的作品，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了铜臭气。因而，要敢于进行文化批

评，坚持人民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评价原则。

五、开拓文化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支撑场域:增强创新能力，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要明晰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繁荣发展的支撑场域。文化繁荣发展与意识形态
建设紧密相连，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繁荣是拓展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场域。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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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强国。”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文化领域的变革也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

协调性。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题更加鲜明，即要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学和文

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成果，影视作品、戏曲艺术、文学创作、文艺汇演等;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明显

扩大、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度和获得感更加强烈等。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

破解，例如，部分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建设也相对滞后，文化与新技术相适应的程度还有待

于提高，规范和保护文化发展的法规还不完善，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力量的发挥还不够充分等。

针对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

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②我们要推动文化改革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增强变革思

维和创新意识，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和创新动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凝聚

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更加彰显。

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

文化创造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③即要破除不利于文化人才创作的机制束缚，确立科

学合理的文化政策，最大限度地激发文化创新动力。一方面，要简政放权、完善政府的职能，按照政

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促进文化创造主体在公平的市

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使得优秀文化资源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要顺应先进文化发展的特

点和规律，建立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的文化管理体制。要延续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政策

和法规，修订那些不适应实际需求和发展需要的政策和法规，探索推动政策创新，在文化领域内形成

宏观调控和微观政策的有机统一，建立科学的文化管理体制，特别是着力推动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创

新进程。

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推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我只强调一点，就是要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推动文

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

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④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发展还要强化品牌和

创新意识，努力提高文化产品的精神质量，在获取可观市场收益的同时更要赢得消费者和同行的尊

重。同时，要加大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必须着力扶持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

加强文化人才培育。具体来说，扶持的内容涉及戏剧和影视剧创作、图书和教材出版、思想理论传播

等诸多方面，扶持的形式有政策规范、物质和精神奖励、产业融合、科技支撑等，引导“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⑤精益求精、潜心磨砺，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不断生产创作优秀

作品。

要加快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进程。要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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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制定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和指标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①引导文化

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这也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扩大主流意识形态民生基础的重要举措。要区别对待先进文化、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和落后文

化、有害文化等，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改革创新”的公共文化发展方式，推动物质扶

贫与文化扶贫相结合，推广文化惠民工程，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和模式，在增强人民文化获得感的

同时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要加强对文化改革和文化发展的管理工作，避免由改致乱的状况。

文化改革本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部署，离不开行之有效的文化治理。其治理必须两手同时发

力，既要对改革中呈现出的乱象严厉打击、依法规范，也要注重保护文化权益和文化发展诉求。要加

快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进程。新科技革命变革有力推动了文化数字化进程。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

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 2035 年，建成物理分布、逻

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

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特别是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

云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必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② 总之，要以创新

思维推动文化改革，这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必将极大增强文化力量，更好地展示当代

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六、彰显文化强国建设的对外理念:树立国际视野，注重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交流互鉴是文明的本质需求，“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

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③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增强开放视野，积极借鉴人类文

明成果，同时，也传承百年大党“胸怀天下”的理念，推动文明交流和互鉴，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彰显了

独特的对外理念。应当说，文明是民族发展的历史印记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是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

解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文明交流互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指标和价值传输的有效途径。

“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

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④以文明交流的方式来增进交流，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共处。特别是在全

球经济日益融合的时代趋向中，文明交流和文化传播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能够在高

水平的文化开放格局中不断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文明因交

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要积极致力于以“文化走出去”为主体的文明交流，加快了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

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⑥以文明为载体做好中国精神的对外传播工作，扩大了主流意

识形态的国际影响。

面向新征程，要坚持以我为主的交流立场，这是维护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要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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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的重要文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

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

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①从而扩大中华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影响力和感染

力，凝聚起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文明交流互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将中华文明和中华文

化的普适性价值推向世界，要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寻找中华文化的新定位，形成文化发展“走出

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传播新路径。但“以我为主”并非“以我为尊”，应秉持各民族文化

一律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在交流中去粗取精，这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必然选择。世界文

明丰富多样，“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

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②推进文化交流互鉴，就是要善于将从

中吸取的积极因素和文明菁华为我所用，“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

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③新时代的文明互鉴，更要吸收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文明方案，

不断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

要以文明交流借鉴为契机，促进文化创新。如:创新文明载体、创新传播方式、创新文明符号、创

新文明传播模式等。要创新文明载体。随着综合国力的崛起，中国不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

作，“一带一路”合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东盟和中日韩经济合作……这些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

载体，是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魅力、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新型平台。要创新传播方式。以

往的文明传播通常借助互访考察、语言文字、节日慰问等方式，频率和深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较大

的限制。以互联网等为载体的新媒体推动着文明交流快速、深度的融合发展。要创新文明符号，也

要致力于加强以文化符号为依托的品牌建设，形成一批具有时代特色和感染力的文明传播新元素。

要创新文明传播模式。如今的文明传播早已告别过去单一化的窘境，迫切需要形成政治、经济、文化

等多方协同发力的多元互动格局。以政府间官方会晤、战略对话为契机，促进民间文化交流，加强国

际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机制化建设，组建国际发展智囊团，并建立长效体制机制。与此同时，还要广

泛凝聚好广大青年生力军、侨胞、留学人员等鲜活的文明传播力量，不断增进文化交流进程，推动文

化创新。

不仅如此，还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有效化解文明冲突，守护不同文明之间的安全边界与保持合

理张力。每一种文明都代表着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价值观念，以“文明冲突”完全取代意识形态

分歧，这是不科学的。针对如何化解文明冲突、开展文明交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谈道: “要以理服

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

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④因而，有效应对和化解冲突，这才是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上策。在文明交流互鉴的问题上，应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特

别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应秉持“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态度，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上主张开放包容，赞同各美其

美;在不同文化的借鉴问题上秉持取长补短的态度，提倡美人之美;在优秀文明成果的共享问题上坚

持文明共享，坚持美美与共，从而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开放水平。总之，我们应增强历史自觉、坚定

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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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①持续扩大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强大的思想和文化力量。

( 责任编辑:邵泽斌)

The Ideological Logic of Developing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WANG Yonggui

Abstract: Inspiring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of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and developing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construc-
tion is the work to build and strengthen the“heart”and“soul”for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Developing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must adhere to the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and unique ideological
logic． To achieve this goal，it is necessary to hold the ideological principles of developing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that is，to adhere to the correct direction，sticking to the Marxist posi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supremacy; to enhance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developing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that is，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developing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that is，to
build a strong national spiritual support，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show the ideological“pulse”of developing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that is，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and carry out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in line with
the times; to open up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support for developing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that is，t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timulat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 demonstrate the external
concept of developing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that is，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focus on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nhance historical
awareness，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an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and appeal of the so-
cialist culture and val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ew er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olog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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