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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使命的
历史探索与当代启示∗

李群群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 承担着革命中文化建设的领导责任。 党对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 成为党对自身文化使命认识的先导, 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

对文化领导力量的认识构筑了文化使命合理性的前提基础, 对文化建设任务的认识揭示了文化使命的时代性特

征, 对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开创了文化使命的实践原则, 对文化建设原则立场的认识昭示了文化使命的价值旨

归。 在党的领导下, 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

供了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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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责任逻辑作为主要的行动逻辑, 不断在聚焦全体人民根本利益

的基础上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与角色功能,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精神特质, 同时也构筑

了使命型政党的显著标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将发展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

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的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使命的清晰认知以及勇于担负起文化使命的自觉行动, 极

大地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习近平指出, “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
科学预见未来、 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②。 为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更好地应对前进

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我们应从历史中获取启迪, 从经验中提炼克敌制胜的法宝。

一、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确立与文化使命意识的觉醒

近代以来, 中华传统文化遭遇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 文化身份的迷茫造成了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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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机。 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了国人面前, 但是无论是完全忽视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 “全盘西化” 派, 抑或是抱残守缺的 “华夏文化中心论” 者, 都在很大程度

上表现出狭隘的文化心态。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党对 “体用之争” 逐渐形成了正确的认识

与科学的判断, 重构了文化主体, 标志着党文化使命意识的逐步觉醒。

(一) 文化身份的迷茫: 中华传统文化的近代危机

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入侵的逐渐加深,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基础分崩离析, 封建

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精神文化产生了根本动摇。 许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 尝试从西方文化中寻求

图强制夷之策, 但陷入无休止的 “体用模式” 之争。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 根本上是一个文化

的危机。”① 在当时的社会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 “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 现代中国人究竟

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②。 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 大致分为三派。
一派是主张 “全盘皆弃、 完全西化” 的西方中心主义者。 在他们眼里, 源于科学的西方文

化更加优越, 主张废除中华传统文化及以孔孟儒学为载体的价值体系, 并以西洋的价值体系取而

代之。 一派则是主张 “尊孔读经、 复古旧礼” 的保守主义者。 与其他时期相比较, 民国初期,
尊孔思潮带有浓厚的政治复辟色彩, “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

的尊严”③。 一派是 “以中为体、 适度鉴外” 的新儒家, 即主张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 适度吸

收外来文化思想, “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 而熔铸之, 贯通之”④。 一方面, 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接

受、 认知走向理性的选择与改造; 另一方面, 又由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 忽视走向理性的回归

与转换, 暴露了其深层文化心态中残留的 “华夏文化中心论”。 但是, 西方中心主义的大行其道

使得此派别的主张回天乏术。 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潮流表现出一种十分特殊的二律背反, 那就是

“一面是求民族自存, 这是应当肯定的; 一面却在文化上, 作不遗余力的自我否定”⑤。
五四运动以后, 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 将其作为

分析社会现实、 指引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武器, 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对众多社会

思潮的理性判断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如瞿秋白说道: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立场

上去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文化生活, 要使广大的群众能够接受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真正有价

值的文化工具和知识, 同时肃清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上的影响。”⑥ 李大钊也指出, “东洋文

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 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 为救世界之危机, 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

起, 不足以渡此危崖”⑦, 主张既要吸收东西文化的合理要素, 又要克服东西文化的劣根, 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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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第三新文明” 来挽救中华文化之命运。 这些理性言论为后续中华传统文化找到正确方向打

下了思想基础。
(二) 文化主体意识觉醒: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的提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深入, 中国共产党开始彻底纠正大革命后对待马克思主义

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一味排斥与批判的态度, 这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 “完
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① 这一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 毛泽东在 《反对本本主义》 中第一次提

出, “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 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 中国共产

党理性批判和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序幕。
到了延安时期, 张闻天认为应当对困扰文化界与思想界多年的 “中西文化争论” 给予回答。
他提出 “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这一命题, 指出, “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 而是

旧文化的真正 ‘发扬光大’。 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 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

更高的发展”③。 随着相关思考的日趋深入, 毛泽东提出要建设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中
华民族的新文化”④, 宣示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

昧落后的中国,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⑤。 在毛泽东看来, 新文化已经

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新文化, 而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 属于世界无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

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这个文化生力军, 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 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
摆开了自己的阵势”⑥, 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把新文化建设同中国革命目标相结合、 将文化复

兴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相结合以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命运与世界发展潮流相结合, 向帝国

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英勇进攻, 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文化主体使命意识的进一步彰显,
促使中国的文化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发展的思路, 也指明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正确轨道。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使命的认识与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批判继承、 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 建立

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主动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文

化使命,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走出近代危机, 开启了一条正确的文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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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文化领导力量的认识, 构筑了文化使命合理性的前提基础

对文化领导力量的认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顺利开展的前提。 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成

自为的阶级后, 必须由自己独立的政党来领导。 正如恩格斯所说: “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

到足以取得胜利, 就必须 (马克思和我从 1847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 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

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 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① 在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
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自然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毛泽东指出: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 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 才能

够完成。”②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并形成了革命领导权思想。 掌握着物质生产的阶级, 必然 “作为

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 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

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 这强调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 一切文化工作必须

坚持党在政治上的领导。 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除了掌握革命领导权以外, 实现文化领导也是重

要一环。
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复杂系统工程, “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

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在危机尖锐化时期, 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 在战争中,
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 但是在文化方面, 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④。 这也

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和加强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 党若想达到 “要在

群众中完全以新艺术的阵容代替旧艺术的阵容, 要在艺术工作者中完全以联系群众的阵容代替脱

离群众的阵容” 这一目标任务, “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和多方面的巨大的努力”⑤。 无产阶级对

于文化领导权的认识,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 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

导权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合理性的理论基础。
(二) 对文化建设任务的认识, 揭示了文化使命的时代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任务的认识, 准确把握与回答了时代主题, 同时也准确预测了文化发

展的时代趋势, 全面体现了时代精神,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时代性特征。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⑥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文化使命的客观存在, 而决定这

一客观存在的则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不能脱离时代的土壤而存在,
深受时代发展的客观制约, 因而具有特定历史时代的鲜明特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民族矛

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为了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 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日需要制定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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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列宁曾经指出, 文学艺术事业诸如写作事业, “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

分, 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 ‘齿轮

和螺丝钉’”①。 毛泽东继承了这一观点, 肯定列宁将写作事业当作社会民主主义的 “齿轮和螺

丝钉” 的比喻, 并指出, “党的文艺工作, 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 是确定了的, 摆好了

的; 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②。 因此, “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 一

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③, 并要求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 “应以提高和普及人

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④。 使人民自觉、 自愿、 积极地为抗战事业作斗

争, 要以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方法落实文化教育工作总方针, 使文化教育服务于革命战争与阶

级斗争, 这就明确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性质与目的。 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 各根据地文化工作

者, 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反映抗战中民众的英勇抗敌事迹, 增强了人民的抗战意识, 鼓舞了民众的

抗战斗志, 为抗战的全面胜利打下了阶级和群众基础。
(三) 对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 开创了文化使命的实践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
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

互动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 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革命理论的宣传上,

而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来寻求中华文化的发展之路。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

主观主义、 反宗派主义、 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

地和中国革命实践、 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⑤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 一方面, 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文化本质认知的启示上。 在唯物史观的启

发下, 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出发对 “文化” 进行定义, 不仅诠释了文化的重要性

以及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且深刻揭示了文化的本质。 瞿秋白是早期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

奠基人, 他第一次从唯物史观出发界定文化, 指出 “所谓 ‘文化’ 是人类之一切 ‘所作’”⑥,
而这一切 “所作” 包括生产力、 经济关系、 社会政治组织、 社会心理、 各种思想系统等。
毛泽东在坚持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 摒弃了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先验性和神秘主义, 认

识到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 他指出: “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

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⑦ 进而强调, “文化革命是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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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并为它们服务的”①。 另一方面, 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对文化继承态度的启示上。 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问题上, 毛泽东主张既不

一概排斥, 也不盲目搬用, 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以利于

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为正在进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服务。 他说道: “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

借鉴古人和外国人, 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②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 毛泽东主张批

判性分析, 指出: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 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

程, 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 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

件;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

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③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文化发展道路, 廓清了文化的本质, 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生命, 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四) 对文化建设原则立场的认识, 昭示了文化使命的价值旨归

文化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④。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的文化工作动之

以情、 晓之以理, 通过耐心地解释、 说服, 实现了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情感的融合, 统一了民

众的思想认识, 从而构筑了民众最坚强、 最可靠的思想防御体系。

毛泽东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诸多有争议的话题, 他

指出, 文艺的问题 “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⑤。 关于为群众的问

题, 毛泽东反复强调,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⑥。 这一立场原则彻底划清了

无产阶级文艺与一切剥削阶级文艺的本质界限, 指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 关于如何

为群众的问题, 1944 年年底,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一切为群

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⑦ 随后召开的文教大会总结了自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以来群

众文教工作的各种经验, 提出了要发展 “反映人民生活又指导人民生活”⑧ 的新的艺术, 而发展

新的艺术的主要方式则是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动员, 中国共产

党的文化拓荒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效, “人民群众现在不但懂得了怎样广泛地获得文化的权利, 而

且开始懂得怎样巧妙地使用文化的武器了”⑨。 民众智识得以启蒙, 民众文化认同得以加强, 为

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文化使命赢得了群众基础, 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价值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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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新时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启示

历史经验从历史中走来, 指向未来前行之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解决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课题的同时, 对中

华文化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探索,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勇担文化使命的精神特质。 总结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文化使命的历史经验, 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应

该朝着什么样的目标、 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启示。

(一) 守正创新: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把握文化发展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指出: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① 党在抗日

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地方文化领导权, 建立起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战线, 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奠定了坚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 党根据思想文化变化状况, 不断调整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基本策略与方针, 从而不断加强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的统领力和引导力。 党的十

八大以来, 党从全局出发, 全面深化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与把握,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成为党在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 文化领导权关涉的核心命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 面

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 习近平指出: “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管理权、 话语权牢牢掌

握在手中, 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②

一方面,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的守正之举。 习近平指出: “守正, 守的是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守的是 ‘两个结合’ 的根本要求, 守的是中国共

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③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政治保证, 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则是坚持文化领导权的基石。 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领导权,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意味着要从思想高度重视

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担当与主体自觉, 筑牢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思想根基; 意味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将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远大目标付诸自觉行

动, 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 意味着要高度警惕意

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风险, 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舆论思想, 彰显中国社会积极健康向上

的主流价值与核心本质。
另一方面, 进一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离不开创新。 创新, 创的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

制、 思路、 话语叙事之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 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宣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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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指明了前进方向。 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 思路

以及话语叙事的创新, 首先, 要加快适应科技迅猛发展形势, 加快文化数字化转型, 发展新型文

化业态,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 拓展新边界、 增添新动能; 其次, 要深化网络文化治理,

聚焦网络文化内容创作, 培育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最后, 要以中华民族标识性概念

与精神特质为基础形成国际共识与共同价值的话语叙事, 增强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话语主

动权和话语影响力。

(二) 熔铸古今: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 在漫长的历史文明演进过程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 “诸子百家”

的思想体系、 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 代代相传的绝学绝技等, 这些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 异彩纷

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对待传统

文化的态度上, 毛泽东指出: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 有它的特点, 有它的许多珍贵

品。”①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传承与弘扬这些历史珍品。 新时代新征程,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 习近平指出: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 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 这是人类文明的

奇迹, 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②

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就是要在坚决守护好文化根脉的基础上, 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植根铸魂。 向历史深处望

去, 从 “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的道德原则, 到 “天人合一、 万物并育” 的生态理念; 从 “敏

则有功、 任劳任怨” 的勤政智慧, 到 “博施济众、 民胞物与” 的仁者境界; 从 “静以修身、 俭

以养德” 的君子之行, 到 “格物致知、 知行合一” 的认知方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

容跨越时空、 超越国度, 显现出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高尚价

值理念和道德情操, 在与时俱进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无比坚实的支撑与无比丰厚的滋养。 二是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就是要强化文化认同。 文化自信基于文化认同, 增强民族凝聚力, 为承

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一个稳定的心理框架和积极的行为导向, 以及一套规范的价值体系和高尚

的道德规范。 文化认同是文化主体对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号、 所生活的文化空间、 所归属的文化

理念的价值肯定与认同, “是最深层次的认同”③。 这种认同既包含了对自身的高度肯定, 也蕴含

了对生活在共同文化空间中的其他成员的肯定, 通过内在的聚合力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基本一

致的文化价值观, 这种文化价值观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同时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三是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 自信自立, 牢牢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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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① 文化自信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心理, 也展现了文化胸怀

与文化境界。 正如习近平强调的: “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 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
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②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 “自信自立”
升华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激励着中国共产党要以自信自立

的精神面貌, 以把文化建设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的行动自觉, 以承担起文化发展重担的使命自

觉, 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三) 人民至上: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激活人民主体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

大”③。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 但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
文化仅仅隶属于统治阶级, 被少数精英所垄断。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
农民没有文化。”④ 但是, 还必须看到 “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 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
不是别的, 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⑤。 农民的劳动为地主阶级脱离物质生产、 参与精神文化

生产创造了前提条件, 因此究其根本, 人民才是创造文化的主体力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毛泽东指明革命文艺必须自觉地把服务的方向、 服务的对象和舞台都定位在最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意识, 恢复了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 是推动

文化发展最活跃、 最积极的因素。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激活人民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文化

使命不断创造出中华文明新辉煌的成功经验。 习近平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的思想, 强调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真正发挥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
天地之大, 黎元为先。 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 不仅通过推动文化生产

力的发展影响和决定文化的走势, 而且以主力军的角色直接参与推动文化内容的变革。 中国共产

党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 要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激活人民主体力量, 这强调在文化建设时要着

眼于人、 落脚于人,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⑥, 积极回应

人民的文化诉求, 着力提升文化成果的品质与价值, 实现优秀文化作品的高质量供给; 这强调在

文化创作时要依靠人民群众, 从人民群众的朴素生活与伟大实践中汲取文化创作的动力源泉, 创

作深入人民生活且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 这强调在文化评价时要以人民满意为导向, “把
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⑦, 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否作为判定文艺作品质量优

劣、 文艺创作成就高低的重要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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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融通中外: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采撷人类文明精髓

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需要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天下胸怀,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采

撷人类文明之精髓, 以兼收并蓄、 海纳百川的大国气度, 使世界上优秀的、 有生命力的文化要素

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养分。 1944 年 7 月, 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

的谈话中强调,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

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同时又指出, “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

遗产和外国的思想。 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 我们中国人必须用

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 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① 这展现了

毛泽东在坚持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开放的文化胸襟, 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提

供了历史借鉴。 习近平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文化主体性的观点, 指出要 “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展现中华审美风范”②。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采撷人类文明精髓。 一方面, 我们应当做到立足中国具体国情, 始终从

本国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 坚守自身民族性。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

做中心, 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③。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讲好中国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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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真正将中国特色、 中国精神、 中国智慧融入中国故事中去, 找准中国故事与外部世界话语共同点

以及情感共鸣点, 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另一方面, 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之际, 我们要以开放的世界视野, 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 “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加强不同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⑤。 文化多样性既是一个事实判断, 也是一个价值判断。 正如习近平所说: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 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⑥ 文化差异不应该成

为冲突的根源, 而恰恰是多样性文化的共存。 只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借鉴、 相互交流, 才能不断

推动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 由简单向丰富发展, 从而向世界提供超越 “文明冲突论” 的思维

框架与历史视野。

(李群群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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