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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教育

怜 中 齒 特 色 社会 化 的

先迸 飧 特 质

齐 冰

【提 要 】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 断深入发展起来的 , 它在继承

了 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 同 时
,
也借鉴吸收 了世界优秀文化的精髓 ,

具有先进性的 文化

特质 , 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 而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 内核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 向的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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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的历史 时期 , 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 的物质活动 , 与人们的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质交往 , 与现实生活 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 人

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 同理想为任务的改 们的想象 、 思维 、 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

革发展道路 , 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 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 表现在某
一

民族的政治 、

则 , 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 明 的 中 国特色 。 法律 、 道德 、 宗教 、 形而上学等的语言 中 的精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 马克思主义为 神生产也是这样 。

”① 所以 , 每个 民 族的文化 ,

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 , 是为社会主 作为精神生产成果都是这个 民族在改造 自 然 ,

义服务 , 为人民服务的 , 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形 从事物质生产的过程 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而

态具有本质区别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 了 每个民族的文化 , 也必将伴随着这个民族的社
一条

“

古今中外 , 综合创新
”

的道路 , 就是 以 会历史实践而发展变化 。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母体文化 , 积极借鉴 化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
一

, 它是植根于中 国

吸收以激发现代化活力的西方近现代文 明 的优 优秀传统文化土壤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秀成果 , 同时吸取了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 中 的 人 、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成长

历史教训 ,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的 、 以 中 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 。

国现代化为主体 目标的社会主义文化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 中 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化 , 它具有 中 国 的 民族风格和 民族
一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

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马克思主义认为 ,

“

思想 、 观念 、 意识的生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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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派 , 有别于其他的社会主义 国 家文化 。 中华 新合乎逻辑地发展 , 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的 同

文化源远流长 , 在 自 身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 , 中 时赋予其鲜 明 的时代特色 和实践特色 。 中 国特

国形成了 自 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 。 正如 习近 色社会主义文化是 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 它不仅

平在 讲话中所言 ,

“

独特的文化传统 , 独 继承了 中华文化开放博大的胸襟 ,
也广泛 吸收

特的历史命运 , 独特的基本 国情 , 注定 了我们 借鉴了东西方一切现代化的文明 成果 , 实现 了

必然要走适合 自 己特点 的发展道路 。

”

我国古语 综合创新 , 在开放 中发展 , 在发展中创造升华 。

有云 ：

“

国 于天下 , 有与立焉 。

”
一

个国家必须
、

令

有立国 的基础 , 而文化就是立 国 的思想基础 。

一 、 中匡特色社云主乂文化

延续了数千年的 中华文化就是 当代 中 国足 以立
吸收了世界优秀文化精髓

国的思想基础 , 也是 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是 以马克思主义

中国有 大 统
”

的历史文化传统 , 在各个不 力根本指导思想的 , 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

同的历史时期 , 维护民族团结和 国家统 始肖 “

马克思主义这 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
是中华 民族历史的主流 , 这是 当今 中 国 实现

一

民 了世界历史性 的意义 , 是 因 为它并没有抛弃资
族团

,
和 国 家统

一

的 重要思想基础 。 古语云 ：

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 ’ 相反却 吸收和改造
“

天行健 , 君子 以 自强不息
”

, 则一直是激励 中 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
一

切 有价
华民族励精图治 、 革故鼎新的精神力 量 。 可 以 值的东西 。

”②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

说 , 改革开放就是中华 民族这
一精神在 当代 中 国马克思主义 的文化形态 , 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

国的创造性发展 。 中华文化中历来尊重人的尊 义 五位
一

体
”

总布局的必要组成 , 必然要为

严和价值 , 古籍 中就有
“

天覆地载 , 万物悉备 ,

辑前的社合 义现代仆建设服务

莫贵于人
”

,

“

民惟邦本 , 本固邦 宁
”

的记载 。 马克思曾指 出 ,

“

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
“

民本
”

的思想传统为我 国社会主义所倡导的 在这个发展进程 中越是扩大 ’ 各民族的原始封
‘‘

以人为本
”

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先导 。

“

以
闭状态由于 日 益完善 的生活方式 , 交往 以及因

为本
”

就是以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

交往而 自 然形成的不同 民族之间 的分工消失得
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 , 发展依靠人 民 , 发展成果 越是彻底 ,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

。

③
马

由人民共享 , 这是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 的重 克思认为 ,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超越以

要价值 目标之
一

。 往社会形态 , 其实现 了 贸易 自 由 , 也最终促使
钱穆先生认为 ,

“

任何一个文化传统中间都 了世界市场的建立 。

“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

应该有常 , 有变 。

”① 这里 的
“

常
”

可以理解为 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
一

致 , 各国人 民之间的

文化的民族性 , 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 , 民族分隔和对立 日益消失 。

”④ “

现代大工业以这
而

“

变
”

则是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 , 完成新老 种集 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 ,
逐渐消 除

交替 、 新陈代谢的过程 。

“

常
”

决定着民族文化 生产 、 社会关系 、 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

的本质 ,

“

变
”

则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 。 钱

穆将文化 比喻为生命 , 认为 中华文化就在于既

讲
“

常
”

又 讲
“

变
”

, 而
“

化
”

是
“

变
”

和
“登 ” 的縱抓絲 由化女 钟阜女夺

“登 ” ① 钱穆 ： 《中国文化精神 》 ,
九州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常 的辩证统 , 中十文化就是在寸 吊 的
② 《列 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 义 》 , 人民出版社灘 年版 , 第

基础上
“

变化
”

的 , 才得 以 绵延至今 , 历久弥 页 。

新 。 可以说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 源于 中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卷 , 人民 出版社 加 年版 , 第

华民族五千年 的文明史 , 匕既合理地继承 了 中
④ 《马克思恩士斯文集 》 第 卷 ,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 也是 中 国 传统文化推陈 出 页 。



齐 冰 ： 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特质

方性特点 。

” “

世界历史
”

的产生 , 使得文化也 文化需要 , 以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 这既是我 国

成为
一

种
“

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

。 如此
一

来 , 对 文化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 , 也是 中 国特色社会

于任何
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而言 , 都必须完成 主义文化先进性的根本体现 。

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
必须走 出 自身 民族文化 列宁曾经说 ,

“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

生存发展的狭隘空间 , 使 自 身的文化在具有鲜 掉下来的 , 也不是那些 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

明的时代性 的同时 , 坚持开放性 , 积极地借鉴 家的人杜撰 出来的 。 如果硬说是这样 , 那完全

其他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 , 借鉴其他先 是
一派胡言 。 无产阶级文化应 当是人类在资本

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中 的历史教训 。

“

从根本上 主义社会 、 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 出

说 , 文化是由经济决定 的 , 经济力 量为文化力 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

”④ 同样 , 中 国

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 。

”② 在新的历史 时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不是某个天才杜撰 出来的 ,

期 , 我国走上 了改革开放 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
是迄今为止中 国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和最高阶

自 年始 , 逐渐建立了 比较完善的社会主 段 , 也是中 国 乃至世界文化 的全部优秀成果的

义市场经济体制 , 从实践上解决了
“

社会主义 继承和发展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任

与市场经济结合
”

的世界历史性的难题 。 作为 务 , 就是要为我 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

经济基础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有 智力支持 、 精神动力 和思想保证 , 使之具有面

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保障 , 文化上 向现代化 、 面 向世界 、 面向 未来的方 向 , 民族

层建筑发挥其在社会发展 中 的灵魂作用 。 西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性 质 , 从而培育 出有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 理想 、 有 道德 、 有文化 、 有 纪律 的社会 主义

先后 出现过物质文明 发达 , 但精神 匮 乏 、 信 公民 。

仰危机的现象 , 并 由此引 发一系 列 的社会问
三 、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

年 , 類学者丹尼 尔 贝 尔就指 出 ,

±咅育社 主义 值观

“

资本主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 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就是要坚定

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 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 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大力推动社会

裂 。

……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 同原则正 引导人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树立高度 的文化 自 觉

们走向相反的方向 。 这些矛盾主要产生在美国 和文化 自 信 , 不断提高我国 的文化软实力 。 建

和其他西方国家 。 共产主义世界在它追求效益 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建设先

和许诺个人实现的过程中 , 是否会遇到这些矛 进文化之路 。 所谓
“

先进文化
”

, 就是符合人

盾 , 目前 尚 不清楚 。 让我们拭 目 以 待 , 看苏联 类社会发展方向 、 体现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 、 代

建成了消费社会之后会有什么变化 。 至于 中 国 , 表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 、 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

他们将看到俄国人的前车之鉴 。

”③ 时隔二十多 文化 。

一

个 国家 、

一

个 民族要屹立于世界先进

年 , 我国 已经进入经济快速发展 , 物质生活不 民族之林 , 不 可缺 少先进 文化 的积极 引 领 。

断提高的历史阶段 , 当前
“

消费社会
”

的 出 现

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要如 何解决经济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和文化领域中 的这种 紧张和矛盾 , 必须将文化
°

入 ”

② 习近平 ： 《之江新语 》 浙江 出版社联合集 团 、 浙 江人 民 出

发展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系统工程中 去考虑 ,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强调将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 坚持为 ③ 丹尼尔 贝 尔 ：
《 资本 主义文化矛盾 》 , 赵一 凡等译 , 生

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 , 第 页 。

社 王义服务 、 为人民服务 ’ 满足人民多样化 、

④ 《列 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专政 》 , 人民 出版社 年

多层次的发展需求 , 不断满足人民 日 益增长 的 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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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文化与生产 力 中 的最活跃的人的 因 素
一

宽容的人生 。 自 两汉 以后 , 儒术独尊 ,

“

三纲

旦结合 , 劳动者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 , 劳动 五常
”

的封建伦理体系逐渐形成 。 后来 , 玄学

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极大地拓展 , 人类改造 的兴起 , 隋唐佛学的传入 , 再到 后来程 朱理

自 然 、 取得财富的能力 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 学 、 陆王心学 , 最终形成儒释道三家为基础 、

加 。

”

没有先进文化的引 领 , 就没有人 民精神 多元文化共存的 中华文化 。 这
一

长期的历史过

境界的丰 富 , 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也就难以 程 , 也是 中 国伦理思想发展演进的过程 。

“

在

发挥 。 中 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 , 既有时代性 、 阶级

在当前中 国社会 , 坚持社会主义的先进文 性 ( 主要是封建性 ) 的内 涵 , 同 时又有某些普

化就是要建立具有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 遍性 、 民族性 的 因 素 。 封建性和 民族性的区分

值系统——加 强社会主义 核心 价值体系 建设 , 是准确把握和认识中 国伦理思想的关键 。

”③ 不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中华优秀传统 可否认的是 , 中 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 轨迹 ,

文化 已经成为 中华 民族的基因 , 植根在中 国 人 具有鲜明 的民族性 , 也是
“

中 国特色
”

的重要

内心 , 潜移默化影响着 中 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 体现。 时至今 日
,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 国社

为方式 。 今天 , 我 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会 , 要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也不

价值观 , 必须从中 汲取丰富营养 , 否则就不会 可能脱离 自身 民族的文化土壤而独立存在 ,
必

有生命力和影 响力 。

”②
中华文化不 同于西方文 须从传统的伦理价值中汲取养分 , 尤其是那些

化类型 , 具有偏重精神 的文化传统 , 强调道德 巳经融人中 国人血液的高 尚 品格 。 与此 同 时 ,

理性 。 中华文明绵 延发展五千多年 , 从来没有 对于那些带有封建性质的价值观念 , 就必须加

发生过 中断 , 就是其中 的优秀文化传统得 到了 以摒

继承和发展 , 核心价值观得 以保护 和坚持 。 当 年 , 毛泽东在 《新民 主主义论 》 中就

前 , 党 中央提 出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就是 指出 ,

“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 国的进步文化 , 作

在吸收和借鉴 了 中 国乃 至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 为 自 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

” ④ 他指 出 , 发展民族

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

新文化提高 民族 自信心就必须
“

清理古代文化

中华文化强调道德理性的传统 , 养成 了 中 的发展过程 , 易彳除其封建性的糟柏 , 吸收其民

国人崇 尚道德至上 ’ 崇拜道德圣人的品格 。 因
主性的精华 。

”⑤ 自
“

新文化运动
”

始 ,

“

德先

此 , 几千年来中 国社会的道德教化并不依赖于 生
”

、

“

赛先生
”

作为西方的先进价值理念在 中

宗教传统 , 而是文化传统 。 以 儒家伦理为主 国得到 了广泛地传播 , 并为马克思主义在 中 国

体 ’ 整合了几种文化精神在历史长河中 生长发 的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 拉开新民主主

育 ’ 最终形成了 中 国文化的精神品 格 。 这些精 义革命大幕 的
“

五 四
”

运 动 ,
也使得

“

爱 国 、

神 品格最终合力铸成了 内涵丰富 的 中华民族集
民 主 、 科学 、 进步

”

的精神深人人心 , 并且成

体追求的道德人格 , 形成了 中华民族的 民族精

神 ,

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念也成为 了 中华 民族共 ① 习近平 ：
《之江新语 》 , 浙江 出版社联合集团 、 浙江人 民出

同 的精神追求 。 先秦诸子的伦理观点为 中华民 ② 习近平 ： 《青年要 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

在北京

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奠定 了 重要基础 。 儒家注重 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 ( 年 月 日 《人民 曰

“

修身
”

, 強调
“
仁 殳

” ‘‘

义
, , “

白 号吊
”
等观

报 》 年 月 曰 。

、

③ 张鮮 、 方克立 ： 《 中国文化概论 》 ( 修订版 ) , 北京师范大

念
, 最终形成 中 国特有的

“

君子文化
”

。 法家 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关注国家 , 强调
“

公平
, ,

、

“

公正
, ,

、

“

公开
”

等 ④ 《 毛泽东选集 》 第 卷 ,
人 民 出 版社 年版 , 第

观念 。 墨家关注社会 , 主张建兑公平正义的社
⑤ 二泽东选集 》 第 卷

,
人民出 版社■ 年版 , 第 扣

会 。 而道 家关注人生 , 主张追求真实 、 自 由 、 页 。



齐 冰 ： 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特质

为 中 国现代化进程中共认的价值理念 。

“

每个 想体系 , 最终追求的 目 标仍是共产主义 的最高

时代都有每个 时代 的精神 , 每个 时代都有每 理想 , 实现人的全面而 自 由 的发展 。 恩格斯说 ,

个时代的价值观念 。

”① 随着我 国革命 、 建设 、

“

文化上 的每一个 进步 , 都是 迈 向 自 由 的
一

改革实践的 不断向前推进 , 这些 时代精神 也 步
”

。

③ 只有 坚持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

逐渐积 淀 为 我 国社会 判 断是非 曲 直的 价值 性 , 才能保证文化的不断进步 , 通过每一步步

标准 。 量的积累 , 逐渐迈向真正的
“

自 由
”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 由此积累凝练 而

成的 , 即
“

倡导富强 、 民 主 、 文 明 、 和谐 , 倡 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政 治 学 所博士

导 自 由 、 平等 、 公正、 法治 , 倡导爱国 、 敬业 、 后 ,
北京体 育 大 学 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

诚信 、 友善
”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
“

回答 部讲师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研 究 生院 马 克

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 国家 , 建设什么样 的社 思主义研究 系 届博士

会 , 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

”

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 ： 马 光

核心价值观也并不是
一

般意义上 的
“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

, 而是
“

中 国特色
”

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 ① 习近平 ： 《青年要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北京

内核 , 同样具有鲜明 的 民族性 。 培育社会主义
大学师生座谈会上 的讲话 》 《 人民 曰

核心价值观 , 必须立足于 中 国社会传统价儘
②

曰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

在北京

系的基础之上 , 加人符合历史潮流 、 时代发展
大学师生座谈会上 的讲话 》 ( 年 月 日 ) , 《 人民 日

的新的精神风貌 , 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文化 报 》 年 月 日 。

的先进性 。 ③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卷 , 人民 出 版社 挪 年版 , 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无产阶级的思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