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与文化繁荣

———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繁荣高端学术论坛

暨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 综述

崔　 微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际ꎬ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ꎬ 对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的新命题、 新论断进行研

究阐释ꎬ 以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引导我们在时代变化中把握历史主动ꎬ 坚定文化自信、 促进文化繁

荣ꎬ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ꎬ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编辑部ꎬ 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０—２２ 日联合举

办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繁荣高端学术论坛暨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ꎮ 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

参加了此次论坛ꎮ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ꎮ
１. 注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ꎬ 彰显文化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指出ꎬ 人类文明演进经历了多种

文明发展形态ꎬ 其中ꎬ 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先进的文明形态ꎮ 此外ꎬ 文明包含八大

文明ꎬ 除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五大领域文明之外ꎬ 还应该确立经

济文明、 对外交往文明、 军事文明ꎮ 从上述八大文明性质和程度来评析ꎬ 美国除了物质文明以外ꎬ
其他多种文明性质严重扭曲ꎬ 文明程度不仅落后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ꎬ 而且也落后于北欧和西欧

资本主义国家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最先进的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认为ꎬ 第一ꎬ 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百年的追求与

探索ꎮ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ꎬ 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ꎮ 第二ꎬ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ꎮ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懂得中国要实现的不是西方式的

现代化ꎬ 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ꎮ 第三ꎬ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谱写 ２１ 世纪新篇章ꎮ 未来五年ꎬ 我们要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两步走” 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ꎮ 第四ꎬ 在现代化进程中ꎬ 文化与

文明密切相关ꎮ 社会主义文明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走势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文书从民生领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ꎬ 展示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和成

就ꎮ 共同富裕与收入、 保障等民生领域紧密联结在一起ꎬ 所以民生领域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共同富裕的

过程ꎮ 按照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ꎬ 无论是世界人口收入中位数的 ６７％—２００％的相对标准ꎬ 还是家庭

年收入在 １０ 万—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价格) 之间的绝对标准ꎬ 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都在逐年增大ꎮ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熙国从如何认识人类文明新

形态这一伟大创造的视角进行阐述ꎮ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ꎬ 是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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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 整体推进的文明ꎬ 是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文明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

明ꎬ 是占据了真理与道义制高点的文明ꎮ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凤才认为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和谐型的生态文明ꎬ 是未来文明发展方

向ꎮ 生态文明根本不是 “生态化了的工业文明”ꎬ 或 “工业文明的生态化”ꎬ 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

个新阶段、 一种新类型、 一种新形态ꎮ 生态文明建设还有赖于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理念的确

立ꎬ 有赖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立ꎮ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真正的全球性事业ꎮ
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山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商志晓围绕世界文化激荡

背景阐释中华民族文化概念ꎮ 第一ꎬ 世界文化激荡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态势ꎮ 新一轮文化激荡呈现出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姿态与新趋向ꎬ 展现出诸多鲜明的特征: 文化交流互鉴深化ꎬ 博弈对抗加剧ꎬ
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断趋强ꎮ 第二ꎬ 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的角色转换ꎮ 第三ꎬ 当代中

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自强之道ꎮ 这包括: 夯实文化交流互鉴和竞争对抗的物质基础ꎻ 巩固

思想文化阵地ꎬ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ꎻ 坚守交流互鉴ꎻ 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坚决回击文化霸凌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冉认为ꎬ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进ꎮ 从表层来看ꎬ 这

涉及两种制度的较量ꎻ 从深层来看ꎬ 这涉及文明和文化的差异ꎬ 代表了不同的未来发展方向ꎮ 所以

此时要思考文明走向的问题ꎮ 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文明的走势ꎬ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两个衰落

的迹象ꎮ 第一ꎬ 新冠肺炎疫情下以美国为代表的精英文化表现出衰败的迹象和可能性ꎮ 第二ꎬ 新冠

肺炎疫情之下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众文化也出现了衰败的迹象ꎮ
２. 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研究ꎬ 增进文化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世界文

化论坛名誉主席王伟光认为ꎬ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ꎬ 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ꎮ 第一ꎬ
精神充实是美好生活的内在重要维度ꎮ 美好生活是人们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进一步追求的人生幸

福、 精神充实、 富有意义的生活ꎬ 是人自身素质的提升和内在精神的充盈ꎮ 第二ꎬ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

化工作的领导ꎬ 是优化文化供给的根本保证ꎮ 只有坚持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ꎬ 坚持用马克思主

义观察时代、 解读时代、 引领时代ꎬ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文化与文化工作

的新定位新使命ꎬ 不断增强党领导文化创新发展的本领ꎬ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管理权、
话语权ꎬ 才能不断优化文化供给ꎮ 第三ꎬ 优化文化供给ꎬ 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方位发展ꎮ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探讨了如何深入理解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ꎬ
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硕果ꎮ 这一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自身实

现ꎬ 呈现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的新风貌、 新品格ꎬ 展示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ꎮ
这一思想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融入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之中ꎬ 增强了历史自觉ꎬ
坚定了文化自信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周向军探讨了如何把握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

的内在逻辑ꎮ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 基本形态、 基本特征、 思想内容、
精髓核心、 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体现出总的要求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余斌指出ꎬ 文化自信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成功飞跃ꎮ 文化自信绵绵延续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ꎮ
青岛大学劳动人事研究院院长谭泓从劳动伦理的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ꎮ 中国特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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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伦理实现着 “马克思劳动伦理主线贯穿”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创新发展” 与 “市场经济伦理互鉴

融合” 理论渊源的辩证统一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党圣元从中国现

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ꎮ 一是现实主义视阈中的 “文论何为” 与 “文
论为何” 问题ꎮ 二是以文艺多样化规律推动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ꎮ 三是以现实

主义文艺观引领新时代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ꎮ
«中国文化报» 周刊中心主任杨晓华从文化视角切入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ꎮ 一是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改变物质力量和规则体系的所有关系和支配关系ꎬ 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就是在文化的结构性存在中建立特定规则下的物质载体的生产体系ꎬ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建设是从价值体系的层面全面认识和推动文化结构的历史性根本性变革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蒯正明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为推进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

艰辛的探索ꎮ 应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态势ꎬ 需要我们运用好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历史经验ꎬ 深

化新时代新征程上意识形态建设ꎮ
３. 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ꎬ 夯实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社科规划办原主任张国祚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结合ꎬ 而且二者能够结合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ꎬ 是中华民

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基础ꎮ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也应以

中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ꎬ 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极其重要的实际ꎬ 体现了

中国人的心理ꎮ 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契合中国人的心理ꎬ 为老百姓喜闻乐见ꎬ 才能在中国真正

扎根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传利从思想材料和思想体系的视野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ꎮ 首先ꎬ 恩格斯区分了思想体系与思想材料ꎮ 思想体系的概念不

能超越阶级ꎬ 剥削阶级不可能为被剥削阶级提出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思想体系ꎮ 思想材料仅是构成思

想体系大厦的材料ꎬ 它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是不同的ꎮ 其次ꎬ 从思想材料视角而言ꎬ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相结合的ꎮ 这种做法不影响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质的规定性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付文忠和博士生梁少春认为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

出优势ꎬ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ꎬ 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秋丽认为ꎬ 从政治思想层面ꎬ 孟子 “平治天下” 思想是对西方

现实主义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纠偏ꎬ 对于改变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智

慧支持ꎮ 从政治哲学层面ꎬ 孟子 “平治天下” 思想之安民的价值追求ꎬ 顺应各国人民对和平安宁美

好生活的期盼ꎬ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和理念支撑ꎮ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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