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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

一心、奮勇拚搏，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歷史性成就， 14億

多中國人民實現了中華民族憧憬千年的美好社會夢想，在中華民

族發展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鑄就了一座巍峨的豐碑。置身「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新時代的中國人民以更加堅定的

信心、更為豪邁的氣概、更顯鏗鏘的步伐，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新征程。

沿着復興之路接續奮進的中國人民，應更加重視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文化建設。文化是我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

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重要內容，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

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點，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豐

富人民精神世界、提升人民精神素養的重要因素，是築牢全黨全國

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凝心聚力引領中華民族戰勝前

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的重要精神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

面發展、全面進步的偉大事業，沒有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就沒

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就「十四五」規劃的編制問題

與專家座談時明確闡述的這一重要論斷，深刻突顯了文化與文化建

設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中的關鍵地位、戰略作用。基於中國特色社



文化何以自信ii

會主義文化發展在民族復興征程中的地位作用，基於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取得的階段性輝煌成就，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

莊嚴提出了到 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離不開文化的支撐，而當代中國文化

的繁榮興盛有賴於全體中國人民的高度文化自覺和堅定文化自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

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並提，以「四個自信」的

系統架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偉業匯聚着源源不竭

的信心信念。在「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的地位、價值、意義、

作用尤其突出。與道路、理論、制度自信相比，文化自信是更基礎、

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助推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正如習近平

總書記深刻指出的，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

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那麼，究竟甚麼是文化自信呢？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

民族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及發展前景的

堅定信念。而在當代中國，我們所堅持和弘揚的文化自信，本質上

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價

值、生命力與光明前景的信心信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

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於

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

進文化，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文化自信，就是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做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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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本來」，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吸

收外來」，批判借鑒、轉化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切優秀成果；「面向未

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進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

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堅定的文化自信始終建立在清醒的文化自覺的基礎之上。這

種自覺，包括對文化及文化自信相關重要理論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理

性解答。比如，文化自信到底如何作用於國家和民族的發展？為甚

麼說文化自信才是「說到底」的自信？應當如何把握當代中國文化

自信的本質？當前我們是否已經具備了文化自信的充足底氣？如何

進一步夯實和強化我們的文化自信？以上問題都是當代中國文化自

信建設面臨的重要理論與現實課題。着眼於這些問題，本書嘗試對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進行理論的闡釋與實踐的解析，以期引起讀者對

此更多、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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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

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堅定文化

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闡釋和部署言猶在耳。事實

上，這早已不是總書記第一次如此強調文化自信的重要意義。早在

2016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33 次集體學習時，總書記就明確

將文化自信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並

提，形成了為大家所熟知的「四個自信」。隨後，總書記又在同年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

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

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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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召開的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

幕式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

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

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

這六個「更」和三個「事關」，足見文化自信的

分量。「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

文化自信到底有多重要？為甚麼說新時代文化自信尤為不可或缺？

在「四個自信」中為甚麼文化自信才是最根本的自信？回應這些問

題，必須要從歷史發展的時空境遇中看待中國文化的發展，準確把

握文化發展與國家命運之間的深層關聯。

一、聽歷史的訴說

處於一定文化場域中的人們，總會基於他們對自身文化系統的

認知和評判，而形成特定的、關於自我文化的群體性的心理狀態與

情感反映，這就是文化心態。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其文

化心態的確立顯然是建立在其文化發展基礎上的，也就是說，通常

情況下，文化發展的高勢位和文明成就的顯優勢便對應着相對積極

樂觀的文化心態，反之則對應着相對消極悲觀的文化心態。但同時

也要看到，文化發展和文明成就同文化心態的關聯不僅僅是前者對

後者單方面的作用。事實上，國民的文化心態也會反過來對國家和

民族的文化發展甚至國運產生重大的影響。縱覽古今中外，從諸子

爭鳴的百花齊綻放到漢唐繁華的聲名遠揚播，從希臘文明的智慧眾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

這樣強調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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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達到文藝復興的璀璨若星辰，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每一個「高光時

刻」，必不缺少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石。

回首中華文明史，其歷史悠久，以文脈之賡續不絕傲然於世。

1764年，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在其代表作《哲學辭典》中讚歎道：「在

4000年前，在我們甚至還不能閱讀時，中國人已經知道了我們現

在用以炫耀的全部及其有用的東西了。」1中華文化以其歷史成就之

歷久而璀璨令世界矚目。優美深邃的語言文字，爐火純青的文學

藝術，古老而智慧的教育思想，博大且深刻的哲學倫理，領先於世

界的科學技藝等，無一不向世界昭示着中華文化輝煌的成果。《詩

經》《楚辭》開古代詩歌之源，漢賦氣度壯闊，唐詩宋詞異彩紛呈，

元雜劇、明清小說代代相傳、各領風騷。獨具特色的繪畫、書法，

匠心獨運的雕塑、建築，應世而鳴的音樂、戲曲，無不體現着中國

人虛實相生的非凡藝術風格。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

寫的，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習近平總書記深

1	 何兆武,	柳卸林.	中國印象:	外國名人論中國文化.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54.

《論語．述而》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

信」，有人將其作為孔門四科。此外，後世也有

學者將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視為孔門四科，

孔子門徒之中，顏淵、子路、子游、宰我等分別

為這四科之佼佼者。儒家的教育觀在一定程度上

體現了中國古代教育思想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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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指出：「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偉大史詩如《格薩

爾王傳》《瑪納斯》《江格爾》等，在中華民族創造的文化寶庫中光

彩奪目。同時，各民族的文化創造交融互通，共同繁榮。「洛陽家

家學胡樂」與「萬里羌人盡漢歌」，生動展示了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的

互鑒盛況。文化的傳承與教育活動，也始終與史偕行，弦歌不輟。

《尚書．堯典》記載，虞舜命夔典樂，教人「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提出了明確的教育目標；後世儒家「六藝」之教

育內容、有教無類之教育原則、因材施教之教育方法等，令中國人

受用至今。周朝賦舊邦以新命，以禮樂治天下，形成了「鬱鬱乎文

哉」的文化景象；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促進了中國人在倫理道

德、辯證思維、邏輯思維等方面發展成熟，浚通了中國文化長河的

源頭活水。此外，誠如英國現代生物化學家、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

瑟所言：「中國科學的滾滾洪流尚未像其他文化河流一樣，匯入當

代科學的海洋之前，我們已經目睹了中國人在各領域取得的卓越成

就。」2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科技，在天文、農業、中醫藥、

化學、工程等方面的傑出成就，不但促進了華夏文明的進步，而且

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無論文明開化之早、聲名文物之盛，還是文脈承傳之久、文德

惠澤之遠，中華文化都卓然於史，推動了人類文明進程，這就賦予

了我們高度的文化自覺和驕傲的文化自視。這種自我文化上的優越

感，從我們「中華」「華夏」的自我稱謂中亦可窺見。陳登原在其《中

1	 習近平.	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	人民日報,	2019-09-28.

2	 李約瑟.	中國古代科學.	李彥,	譯.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1: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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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史》開篇的「國名詮釋」的考證研究中做出如下總結：「蓋以

『華』自詡，猶以『夏』自稱，猶以『中』自勉。國於大地，必有與立。

中也，華也，夏也，亦吾先民所嘖嘖自詡，斤斤自號，黽黽自勉，

而為文化之胚胎者。」1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中，高度的文化自信

心，一方面是中華文化卓然成就的應然結果，另一方面又在激發中

華文化進一步創新創造、書寫出文化發展新的華彩篇章的過程中，

起到了不可或缺、極其重要的作用。

以中國有歷史記載的發展歷程來看，文化實踐的大輝煌必對

應着文化自信的高峰，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漢唐時代。魯迅先生曾

對漢唐盛世國民的整體文化心態有過這樣的一段讚譽：「遙想漢人

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

還不算弱，例如漢人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

的昭陵上，卻刻着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

人……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

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

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2他覺得唐代的文化觀念，

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

堅定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系的文化抱

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崇拜或輕易唾棄。這正

是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態度 3。這也就是為何「漢唐兩代實為鑄成中

1	 陳登原.	中國文化史 ( 一 ).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7.

2	 吳曉明,	王德峰.	魯迅文選.	上海: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1:	112.

3	 孫伏園.	魯迅先生二三事.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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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族性剛柔相濟、能屈能伸之兩大時代」1的奧秘所在，其政治的

穩定、經濟的強盛與文化的繁榮，都建立在其自信、開放、包容的

精神特質之上，歸根到底，也就是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

由漢唐進至兩宋，中華文化進一步發展。宋代文化成為中華文

明史上的又一發展高峰。宋人在詩、詞、散文等文學體裁上及書畫

藝術等方面都創造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展現着宋代文化的創新能

力和創造銳氣。以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的民本

精神，以陸游、楊萬里、范成大為代表的愛國詩人的家國情懷，都

體現着宋詩的獨特風韻。繼萬花競放、奇彩紛呈的唐詩之後，宋代

詞作異軍突起，蔚為大觀。以歐陽修等為代表的宋代散文家，更是

在「唐宋八大家」中雄踞六席。以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為

代表的一大批理學家「出入釋老，歸本孔孟」，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

推至空前的發展高度。這些都充分見證着宋人激昂向上的文化創造 

精神。

明清之際，中華傳統文化雖然在某些方面仍有發展，但在總體

上已進入由興而衰的遲暮期。至清末，文化的衰落已徹底由裡及表

體現於社會發展的全方位。近代中國國力的衰微和國運的多舛，又

進一步加劇了國民文化心態的崩塌。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自愧不如，

以及將其置換中華文化用以自救，成為那個時代十分有代表性的觀

點：「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

械上不如人，並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2「從文化發展上

1	 賀昌群.	賀昌群文集:	第 3 卷.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	135.

2	 胡適.	請大家來照照鏡子.	生活,	1928,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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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去，不但是三千年來歐洲人所處的地位，已比我們為優，就是他

們在文化階級上，自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後，也比我們高了幾

級」，「假使中國要做現代世界的一個國家，中國應當徹底採納而且

必須全盤適應這個現代世界的文化」1。曾經長期飲譽風流的中華文

化遭遇無情詰問，曾經的「文化麗人」在不少人眼中淪為「叫化的

婆子」2，迷於西潮、疑於傳統、惑於前路，一度成為國人中廣泛存

在的文化心態。文化心態的崩塌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文化的慘境：

「以數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面受

學，稱弟子國。天下之大恥，孰有過於此者乎！」3

文化心態上的如此巨大轉變，對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產生着

深刻且長久的影響。儘管在後來的發展進程中，中國一直在試圖努

力擺脫這種「自敗」的影響，儘管近代以來的中國人正是靠不服輸

的頑強奮鬥徹底改寫了自己積貧積弱、被動捱打的命運，但客觀而

言，至今仍不乏有人常常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民族與世界

各種文化的交織、碰撞、衝突和抉擇中陷入迷茫，不自覺地跌回到

文化不自信的情緒之中。如何從根本上擺脫近代以來文化「自敗」

的心理影響，糾偏文化心態，確立堅定的文化自信，成為事關當代

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乃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 

問題。

1	 陳序經.	東西文化觀.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215,	204.

2	 方志敏.	可愛的中國 // 方志敏.	方志敏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0.

3	 胡適.	胡適文集:	第 9 卷.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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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世界的圖景

推進文化的繁榮創新，增強文化的內外吸引力，進而增進文

化發展的自信，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當

今世界範圍內國力發展和相互角力中所表現出來的突出的時代性

課題。

三十年前，軍事、科技和經濟實力都可以與美國相抗衡的蘇

聯，在沒有任何外部武力作用的情況下自行崩潰瓦解，長達數十年

的兩強爭霸終以蘇聯的解體而宣告結束。個中原因雖然眾說紛紜，

但可以肯定的是，與美國對其進行的長期文化滲透直接相關。冷戰

時期美總統里根聲稱，美蘇全球衝突的最後決定力量將不是炸彈和

火箭，而是意志與思想，他表示要通過思想和信息的傳播來影響蘇

聯民眾，特別是在大眾生活領域，用美國流行文化贏得蘇聯民眾。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所著的《1999：不戰而勝》（1988年）和華盛頓

政府知名智囊布熱津斯基所著的《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

亡》（1989年），都論及了如何通過文化的傳播徹底瓦解社會主義

陣營的戰略思路。從 20世紀 50年代開始，美國就確定了對蘇文

化傳播的基本政策，明確提出其目的是鼓勵「對莫斯科的對抗」。

1959年，美國與蘇聯簽訂了《美蘇文化交流協議》，以文化為突破

口打開了蘇聯的國門。此後的十幾年間，表面上無政治立場和意識

形態對立的「文化交流」，包括人員交流、教育交流、文藝交流、

信息服務、社團與機構之間的聯繫等逐漸深入。這些文化交流活

動大都是由美國政府支持的，其中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是資助和組

織這一系列文化活動的重要幕後推動者。在大眾文化領域，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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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80年代以後，西方流行文化更是以其鮮明的大眾性特點對蘇聯

民眾發揮着作用，兩大陣營的龍爭虎鬥、劍拔弩張絲毫阻礙不了大

批蘇聯及東歐青年對西方流行文化的熱衷。西方流行音樂、影視

等文化產品充分迎合了青年人去陳求新的心理需求，迅速搶佔了蘇

東青年們的娛樂生活空間，發展成為很多民眾精神生活的主流。

這樣的文化交往藉以文化的貿易和交互，隱性地向社會主義世界

推銷美國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宣揚其制度的優越

性，是其「攻心為上」戰略的重要形式。在西方流行文化長期的滲

透之下，一大批蘇東青年逐漸表現出對西方文化價值的認同和對西

式生活方式的嚮往。美國如此之文化傳播與滲透，其過程是漸進

的，手段是溫和的，結果卻是令人震撼的，這也就是美國學者克拉

克．S.賈吉所說的，「從文化實力的層面看，美國……是一個極具

破壞性的，甚至可以使別國發生徹底變革的、具有全球性影響力的

國家」1。不僅是對社會主義世界，事實上，深諳文化擴張之道的美

國，長期以來憑藉其有效的全球文化傳播戰略，已形成強大（甚至

是強勢）的文化影響力，其中美國流行文化便是華盛頓政府全球軟

實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主張運用兼具硬實力

與軟實力雙重內容的「巧實力」來積極開展美國外交，維護美國利

益。素有「文化鬥士」之稱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更是注重美國文

化軟實力的維護和提升， 2017年特朗普任期內第一份《國家安全

戰略報告》第四部分《擴大美國影響力》的重要內容，就是「捍衛美 

1	 白鋒哲.	美國的文化霸權:	21 世紀主宰全球的希望所在?.	國外社會科學文摘 ,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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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價值觀」。

隨着文化的力量與較量受到越來越普遍的重視，世界各國也越

來越注重在國家層面推動本民族文化的發展，打造本民族文化的國

際影響力，紛紛制定實施各種政策法規，把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上

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英國積極提振文化軟實力的舉措，突出體現於該國政府對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高度重視上。作為最老牌工業化強國的英國，在

進入後工業時代謀求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將文化創新視為重要

驅動，率先提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概念，其核心理

念即是通過鼓勵文化內容的創新形成本國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進而擴大其本土文化在全球的吸引力與影響力。從稅法到各種制

度，英國都大力吸引和鼓勵人才加入創意產業領域，目前英國的創

意產業已成為其吸納就業的第一大產業。2014年創意產業為英國

創造了 841億英鎊的總增加值，到 2017年這一數字增至 1015億

英鎊，佔英國 GDP 比重超過 5%。2016 年 6 月，英國舉行「脫

歐」公投，為避免其文化強國地位受影響，於 2016年 7月開始執

政的特蕾莎．梅內閣積極推動文化政策的制定，強調要繼續將創意

產業作為發展突破口，全面推動各領域文化的繁榮與發展，鞏固英

國的世界文化強國地位 1。2017年 3月，英國政府推出關於數字革

命的綱領性文件《英國數字戰略》，提出要把數字部門的經濟貢獻值

從 2015年的 1180億英鎊提高到 2025年的 2000億英鎊。根據美

1	 英國脫歐後發佈首個文化政策報告:	創意產業將作為發展突破口.	中外文化交

流,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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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南加州大學外交研究中心聯合英國波特蘭公關公司發佈的《2018

年全球軟實力研究報告》，英國成為當今全球最具軟實力影響力的 

國家 1。

另一歐洲傳統製造業強國德國，也將文化發展置於十分突出

的國家戰略位置上。 21世紀以來德國政府一系列規劃佈置和政策

推進，都顯示了其繁榮發展國家文化的堅定意志。2011年，德國

頒佈的《全球化時代中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出，提供文化對話和教

育是保證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基本要素。 2016年，德國文化與創意

產業事務中心成立，其核心工作包括扶持文創產業與其他行業的合

作，大力宣傳並推介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新力，以及為文化創意產業

搭建更多的聯絡與對話平台等，並提出「創客經濟」「創意城市發

展」等主題。近年來，德國政府致力於將首都柏林打造為「創業之

都」，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據統計，柏林有 1/10的城市人口從

事文化藝術相關職業。除此之外，德國傳統老工業區—在歐洲

乃至整個世界都享有極高知名度的魯爾區，近年來也實現了從煤

鋼產業中心向文化創意創業中心的轉型升級，被譽為歐洲的「文化 

之都」。

長期以來鮮明主張文化例外、倡導文化多樣的法國，一直將文

化視為其國家競爭力、吸引力和發展力的重要源泉。作為一個歐洲

中等規模的國家，法國擁有的強大國際影響力與其文化軟實力的強

1	 《2018 全球軟實力報告》顯示,	中國國際參與度上升,	美國軟實力繼續減弱.		

(2018-07-12).	 http:/ /www.mofcom.gov.cn/art icle/ i / jy j l /m/201807/	

201807027655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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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密不可分，它是最早注重文化外交戰略作用

的國家之一。在提升文化軟實力上，法國的戰

略是對內扶持本國文化產業，對外積極推動文

化交流，以強化其文化的世界影響力。

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注重文化保護傳承以

及創新發展，明確提出「重建世界對俄羅斯思

想文化的興趣」。民族文化復興被俄羅斯視為

「形成新的國家意識的前提」，確保其世界影響力、重振其大國雄風

的重要基礎。俄羅斯通過法律形式把文化發展政策的實施固定下

來，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 2016年，俄羅斯文化部等部門在普

京的大力推動下，出台了《2030 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文化政策戰

略》，使俄羅斯「國家文化戰略」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將「形成新

的國家文化政策價值導向、保障國家文化安全、保護文化遺產和

資源以及強化俄羅斯公民文化教育」作為該戰略的總目標，全面開

啟了俄羅斯的文化復興計劃。 2020年 5月，「俄羅斯—1」電視頻

道播放了一段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採訪影像，普京以自豪的口吻指出

「俄羅斯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而且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文明：這是

一個具有悠久傳統、文化、宗教的多民族國家」。他在採訪中對俄

羅斯民眾發出的「保護這一文明」的呼籲，傳遞其對俄羅斯文化軟

實力提振與文明發展的高度重視 1。

不僅是歐洲，亞洲主要國家文化發展的戰略意識也十分鮮明。

1	 俄總統普京表示,	俄羅斯文明的未來取決於高科技發展的成功.	(2020-05-20).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2005/20200502968194.shtml.

堅定文化自信，建

設社會主義文化

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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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動漫王國」之稱的日本，在 1995年便發表《新文化立國：關

於振興文化的幾個重要策略》報告，明確推出了其在新世紀的文化

立國方略， 2002 年日本又適時提出知識產權立國戰略，提出 10

年內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識產權國。為此，日本 21世紀以來修

訂、制定了多部相關法律、政策等文件助推該國的文化發展，如於

2018年發佈《文化藝術推進計劃：活用文化藝術的多樣性，創造

未來（第 1 期）》等。另一個以舉國之力助推文化發展並迅速提升

其文化全球影響力的亞洲國家是韓國。自 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

立國」方針，將其目標確定為「成為 21世紀文化大國和知識經濟強

國」後，韓國便開啟了一系列文化發展的戰略規劃，出台了《21世

紀文化產業的設想》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並持續推進實施，這為其

迅速壯大文化產業，在全球文化激烈的競爭中謀得一席之地發揮了

極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熟悉的「韓流」，就是上述政策大力扶持之

下的成果。在新世紀傾力打造「文藝復興城市規劃」（Renaissance 

City Plan）的新加坡，也提出藉助文化建設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的

戰略性規劃。通過此戰略規劃的實施，新加坡極大地提升了其在多

日本文化輸出以動漫為代表。《海賊王》《火影忍者》

《名偵探柯南》《哆啦 A夢》等作品陪伴了中國幾代
人的成長。孫悟空等原屬中國古典名著《西遊記》

中的人物，在日本動漫之中被重新改寫，傳達着不

同的文化思想與價值觀念。圖片為 2018年 7月「動
漫原畫特展—一支鉛筆誕生的世界」中動漫《龍

珠》原畫特展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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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文化建設的水平，並藉此成功地吸引到了人才、資金，顯著提

升了國際關注度。目前，這一戰略規劃之下的「文化藝術全球城市」

（Global City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的建設正在政府的大力推

進之下積極進行。

此外，當前世界主要發展中國家在謀求國家發展與民族振興過

程中亦高度重視文化軟實力建設。比如印度政府近年來不僅聚焦

出版、電影、電視、廣播等領域大力發展印度文化產業，而且注重

通過廣泛的特色文化外交，如在海外創辦「瑜伽學院」、推動聯合

國設立「國際瑜伽日」等，積極提升印度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由此

可見，當今全球範圍內的文化競爭愈演愈烈已經成為無法忽視的現

實。在此歷史條件和時代浪潮之下，加快創新文化發展，拓展文化

影響，展現文化魅力，提振我們的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是今

日中國之必然選擇。

三、應時代的發展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持

續發展和物質實力的不斷提升，我們對發展有了更全方位、更深層

次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創新之於發展的重要作用：「創

新決勝未來，改革關乎國運」1，「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創新的競

1	 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 3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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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1，「世界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源自創新」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

入新時代，回應當前發展中的新特徵、解決發展中的新矛盾，需要

我們不斷地推進以思想、理論、觀念創新為引領的各項社會創新，

以驅動社會更全方位、更高質量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

1	 抓住機遇立足優勢積極作為	 系統謀劃「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	人民日報,	

2015-05-29.

2	 習近平.	創新增長路徑	 共享發展成果:	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次峰會第一階

段會議上關於世界經濟形勢的發言.	人民日報,	2015-11-16.

2020年 9月，印尼雅萬高鐵項目箱樑架設施工全面展開，項目施工進入攻堅階
段。雅萬高鐵項目是中國高鐵全系統、全要素、全生產鏈走出國門的「第一單」，

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標誌性工程和印尼國家戰略項目。



文化何以自信018

洲論壇 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指出：「40年來，中國人民始終與時

俱進、一往無前，充分顯示了中國力量。中國人民堅持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實現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相互激蕩、觀念創新和實踐探

索相互促進，充分顯示了思想引領的強大力量。」1新時代，要進一

步發揮思想引領的強大作用，為各方面創新內容的生發提供價值基

礎、精神動力和思想根基，需要我們確立並進一步增進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文化自信，以更堅實的文化自信支撐中國新時代的創新發

展，以更強大的文化自信激發出新時代更強勁的中國力量。回應新

時代發展的新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更加不可或缺。

經歷了幾十年的探索發展，我們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給整個世界帶來的不僅僅是一個後發國家的崛起和帶動全球發

展的新機遇，更是一種全新的發展路徑、思維模式和制度選擇。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上，倡導維護世界

公平和諧，並主要依靠自身奮鬥實現的偉大成就。中國的發展，跳

出了「國強必霸」的狹隘邏輯，帶着古老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化觀念

和鮮明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形成了「強而不霸」、和平發展的中

國發展模式，僅就這一點，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以鮮明的獨特

性和開創性，成為區別於西方式現代化發展路徑的道路、理論與制

度的重大創新。

然而，在西方話語的強勢背景下，我們的話語權還不夠強，

1	 習近平.	開放共創繁榮	 創新引領未來:	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8 年年會開幕式上

的主旨演講.	人民日報,	2018-04-11.



019第一章　文化自信何以「最根本」？

如習近平總書記在 2013年 12月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

集體學習時所指出的：「儘管我們在提高國際話語權方面取得了重

要進展，但同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還有不小差距。應該承認，對國

際話語權的掌握和運用，我們總的是生手，在很多場合還是人云亦

云，甚至存在捨己芸人現象。」1長期以來，面對不同於西方經濟學

理論邏輯的改革路徑和發展模式，西方學界和輿論的各種懷疑、抨

擊和消極預測不絕於耳；面對有別於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民主政治制

度，西方學界和輿論的否定、詆毀和惡意打壓也從未停止。在這樣

的條件下，我們只有切實增強相應的國際話語權，有力地回應西方

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才能在世界範圍內贏得尊重和理解，建立

積極正面的國家形象，不斷提升文化軟實力，獲得更加有利發展的

國際環境；只有切實增強相應的國際話語權，才能更好地辨識外界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種喧囂的評論，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義認知

模式和思維體系，產生思想上的混亂。當前國內一些人中客觀存在

學術上的不自信、話語上的不自信以及思想上的搖擺和混淆，其根

源還是文化上的自信不足。

因此，必須從根本上建立起與當代中國國力發展相匹配的文化

自信，並以此為基礎，繼續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持續

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一步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進一步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發展提供更加強大且堅定的精神底座。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	北京:	中央文獻

出版社,	2017: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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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

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

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

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

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

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

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的報告》（2017年 10月 18日）

隨着中國國力的迅速增強，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國家自豪感自

然復蘇，並處於快速增長的時期，同時也還在發展變化之中。這種民

族自信心和國家自豪感，一方面可以成為新時代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

人民進一步推進和加速民族復興偉大事業的強大精神動力，但另一方

面，如果沒有足夠的理性認知和科學態度作為基礎，也有可能淪為蒙

昧的虛驕自大，或陷入狹隘的孤芳自賞。理性增進新時代國人的民族

自信心和國家自豪感，需要我們深刻認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背景下，我們所處的歷史方位、所負的使命任

務、所逢的機遇挑戰；需要我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堅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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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基礎上，既不媚外自輕，

又不戀古自負，而是在堅守中謀前進新局，在創造中譜發展新篇。

四、文化自信的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

歷史的訴說、世界的圖景、時代的發展，無不呼喚我們以高度

的文化自信心態，推動當代中國文化的繁榮興盛，創造中華文化的

新輝煌。那麼，面對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積澱形成的豐富文化遺產，

面對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

先進文化，面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淬煉鑄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文化，新時代的我們，究竟應該「自信」何種文化？或者說，當代

中國文化自信的本質到底是甚麼？

文化是人的創造。文化自信在根本上反映文化主體的一種自

我確信、自我肯認，確信自己的文化創造具有積極的價值和意義，

並對自身文化創造的生命力及發展前景充滿堅定信念。因此，文化

自信的「基點」和「根本」，始終立足於文化主體的「當下」實踐，

始終指向文化主體自身的文化創造。對於新時代的中國人民來說，

堅定的文化自信，其本質就是對當下億萬民眾在實踐中創造的文化

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價值、生命力及發展前景的信

心信念。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寄

語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並

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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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這裡的「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總定語」，

總書記這裡強調的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的

「文化自信」，在根本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科學性、先進性特徵及其與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源流一體的傳承性

特徵，決定了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自信。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其科學性

與真理性是當代國人文化自信心態賴以確立的根本原因。毛澤東

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深刻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

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

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

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

正在復興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2毛澤東的這一論述，再現了

中國共產黨人在波瀾壯闊的革命戰爭中以科學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理

論為指導，徹底扭轉中國人民在文化心理上的自卑和被動，帶領中

國人民成功樹立起自尊自信、昂揚向上文化心態的崢嶸歷史。革命

時期如此，社會主義建設、改革時期亦是如此。當代國人的文化自

信，其賴以確立的基礎及其所指對象，在本質上只能是始終堅持馬

克思主義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1	 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 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49.

2	 毛澤東.	毛澤東選集:	第 4 卷.	2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