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为，对于一个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来说，不论

是取得政权，还是维系政权，文化领导权都是十分重

要的。“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

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

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

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2]

从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概念的阐释中可以看

出，文化统治权与文化领导权，尽管都是政党在文化

建设中的权力运用，但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文化统治

权，是一个政党以自己的组织力量，实现自己对文化

建设的领导和管理；特别是执政党，不仅运用自己的

组织力量，而且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政府权

力、财政经费，强制性地控制文化建设。因此，文化统

治权在其运用形态上，总是呈现为一种外显的、具有

硬性的权力作用。文化领导权，则是一个政党主要以

自己的精神力量，实 现 自 己 对 文 化 建 设 的 领 导 和 管

理；这种精神力量，包括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历史研

究、文学创作、影视戏剧、报刊杂志、网络传媒、大众娱

乐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不在于强

制性地控制文化建设，而在于通过这些文化内容的创

作，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以

争取人心、凝聚人心，获得人民群众对该政党的认同

和支持。因此，文化领导权在其运用形态上，总是呈现

为一种不那么外显的、带有软性的权力作用。

在文化建设中，组织力量、国家机器、政府权力、

财政经费当然起一定的作用，有的时候还能起很重要

的作用，但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精神力量。其所

以如此，就在于文化具有与政治、经济、军事不同的特

点，主要是属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即使是今天的

影视戏剧、报刊杂志、网络传媒、大众娱乐，尽管都与

高新科技密切结合在一起，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属于

精神世界的。因此，精神力量更能与文化建设密切地

结合在一起，内在地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方向，深刻地

影响着文化建设的进程，对文化建设起着真正的主导

作用。在文化建设中，一个政党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精

神力量的领导，单凭自己的政治权力来加以控制，是

难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即使是执政党，也不能仅

仅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政府权力、财政经费，

来维系自己对文化的领导权。一个政党的文化领导权

的丧失，也就意味着该政党失去了人心，失去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葛兰西对此有过深刻的说

明：“如果统治阶级不能达成一致，也就是说不再发挥

‘领导’作用，只能‘统治’，实行强权，这就意味着广大

群众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从前的信仰

等等。”[3]因此，文化领导权尽管是不那么外显的、带有

软性的权力作用，但对一个政党、特别是对一个执政

党来说，绝非可有可无的东西。可以说，一个政党的文

化自觉，首先就集中表现在文化领导权问题上的自觉。

正是这样，改进和加强文化领导权，对正在致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重

要的。这一点在《决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决定》第

一部分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

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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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识形态与人民认同的关系

改进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

导权，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点，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深入研究当前中国意

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大力加强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作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引导权，使得广大人

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改进和加强党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决定》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时，

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予以了

高度的重视，作出了专门的阐述。在《决定》中，不仅明

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在于“着力推

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而且指出了推

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人心的关键，在于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

进社会共识



实践、党的形象具体地体现出来的。人民群众往往不

是从党的纲领和党的文件中，而是从党的实践、党的

形象中来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因此，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党的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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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因此在文化传统的变迁中，既有继承与延续的

一面，又有转换与更新的一面，即存在着文化传统的

古今之变。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起，在中西古今文化

的碰撞、交流、融汇中，经历了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

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不

同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也就是

说，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如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

只有一种传统，而实际上由于鸦片战争后文化传统的

转换与更新，存在着两种传统。而在中国文化现代传

统中，既扬弃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糟粕的、过时的

东西，又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精华的、仍然有

生命力的内容。中国先进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转型与

传统更新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也

就在这里。

主张这一观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者，特

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提出了

一个以历史主义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著名论断：“今

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

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

他在这里所说的孔夫子，当 然 是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代

表；所说的孙中山，则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所说的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实际上包括了中国文化传统的

古今之变，包括了对中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的认可与继

承。对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的由来与形

成，毛泽东在1949年作了更明确的梳理与揭示：“自从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

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

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

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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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整治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第七部分在论述“创新文化管

理体制”时指出：“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完善文化市

场管理，坚决扫除毒害人们心灵的腐朽文化垃圾，切

实营造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市场秩序”。

但要实现思想统一，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还是

党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对思想领域的领导，即通过各种

文化创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广大人民群众

传播，使广大人民群众 认同和支持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从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思想世界

的主导地位。而文化创作与政治行为、经济生产的一

个很大不同，就在于文化创作的活动及其作品具有鲜

明的创造性，不仅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而且在内容

上具有探索性，这就是需要有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

在文化创作中，不仅马克思主义内部会有不同观点、

不同学说、不同学派的争鸣，而且马克思主义、非马克

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潮之间亦存在着竞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通过这种内部的争鸣与

外部的竞争，才能获得自己的理论活力，焕发自己的

思想魅力，发挥自己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与影响

力，确立自己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主导地位，而这些争

鸣与竞争也需要有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才能展开。要

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主导地位，必须不怕这种争鸣

和竞争，同时学会这种争鸣和竞争。

因此，党以自己的精神力量领导思想领域，实现

思想统一，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

统一思想与百家争鸣辩证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决定》

所强调的：“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

提倡多样性”；“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

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

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

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

当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以

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与法律为底线；超越了

这个底线，那就如上所论，需要运用党和国家所掌握

的政治权力，包括运用国家机器来进行干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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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 决定》

所强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