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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与中国特色的大文化观
!

黄
!

钊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胡锦涛的这段论述"深刻揭示

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为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值得我们好好学

习"细心品味"努力将之付诸实践#

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因此"文化建设对于社会文明进步至关重要#文化建设对于社会文

明进步的重要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文化是资源"可以激励我们将精神变为物质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虽非物质"但在特定条件下却可以变为物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将违

反辩证法而陷入形而上学#精神可以变为物质"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必然归宿#毛泽东早就指出,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又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

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代表先进阶级的正

确思想)"乃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他的意思是说"先进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为(改造社会'

%

造

世界的物质力量)#例如"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宣传贯彻"人们对于生态环境自觉保护的意识"日

益提高"因而在行动上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有力措施"这促使自然环境日益改观,一些地方过

去的荒山变成了森林"污水变成了碧波"以致(鸟语花香)'(莺歌燕舞)的美好景观"能够重现人们眼前#

这一切变化"难道不是精神变物质的真实写照吗$ 需要指出的是"精神变物质是有条件限制的"并非随

意可行#忽视条件"认为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使精神变为物质"那就势必陷入唯意志论"最终走向荒谬#

这一命题启示人们,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断地挖

掘文化潜能"努力创造条件'开拓新局"并按照人的预定目标"去推动精神产品向物质方面转化"使之成

为改造社会'

%

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二+文化是良药"可以医治社会的精神颓废病和道德缺失症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可以振奋人们的精神"坚定人们的信念"激发人们的情怀"改变人们的气

质"医治人们
&

心创伤#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是良药#这剂良药"既可以医治社会的精

神颓废病"又可以医治一些人的道德缺失症#

首先"文化可以医治精神颓废病#一个正常的人"总会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文化中的人文理念"具

有扬善去恶'向往高尚'贬抑卑鄙'激人奋进'追求真善美的品格#人们一旦具备了这种品格"也就找到

了精神家园"以致一辈子受用无穷#人必须接受高尚文化的熏陶"借助具有积极意义的人文理念"来激

发自己的高尚情操和人格建树"从而达到医治精神颓废病的目的#

其次"文化还可以医治道德缺失症#道德"是人们自觉适应社会的行为规范"是协调社会人际关系

的重要杠杆"是社会文明的核心
&

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是人之为人的必备品格"丧失了道德"也就

丧失了作人的基本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借助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来治理社会中一些人的道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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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通过道德文化的传播"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贬抑假恶丑"以净化社会风气"陶冶人们情趣"塑造高尚品格"从而达到

医治社会的道德缺失症的目的#

*三+文化是法宝"可以帮助我们增长智慧"提高本领"应对竞争"开拓新局

文化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传承了前人生活与创造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种种解决难题的智慧之思"是一笔十分

宝贵的财富#

首先"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增长智慧"提高本领#文化中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都
&

含着前人智慧的思考"在生产实

践中尤有重要功用"有了它生产就可以改变面貌"产量就可以大大提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肯定科学技术

也是生产力#这里所说的(生产力)"其实所强调的"乃是文化知识的价值所在#

其次"发挥文化的特有功能"可以帮助企业应对竞争"开拓新局#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愈

来愈激烈#我们怎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实践告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这一法宝#企业的发展"必须以文化为

支撑"特别是要努力建设企业文化#企业文化"顾名思义"是与企业建设和发展相关联的一种文化模式#它以(文化)为

标志"是企业主体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和长期经营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总结'积累'培育'提练而升华形成的一种文化体

系"其本质
&

容集中表现为企业精神或企业理念#企业在竞争中能否挫败对手'取得胜利"虽有多种条件制约其中"但企

业的文化含量常常取决定作用#这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例如
@

企业和
R

企业同是服装生产行业"它们在资金投

入'资源供应'产量销售'职工数量方面"虽大体相近"但由于两企业所拥有的文化含量不同"结果大不一样,

@

企业有高

尚的企业理念和周密的产销计划"它在生产服装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并针对不同民族的服装习惯和个性追求"

生产出各具特色的服装成品"满足了不同民族的需要"因而产品销路畅通"在竞争中愈战愈强#与之相比"

R

企业未能考

虑消费者的民族习惯"在服装模式上千篇一律"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致带来产品滞销的困境"在竞争中屡遭挫折#

两相比较"可知
R

企业的失败"在于企业理念方面的落后"文化底气不足#可见"文化的确是法宝"有了它"企业可以开拓

新局-失去它"企业就将寸步难行#

*四+文化是灵魂"可以帮助我们端正前进的航向"从胜利走向胜利

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它内含着前人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积淀下来的种种智慧构想与种种决策谋略"正是这一切能够

启迪后人去分辨是非"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贱的"什么是光明的"什么是黑暗的"

这从本质上说"实际上是帮助人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具有塑造灵魂的功能"它能够帮助人们

在人生征程中"选定正确的航向"从而心明眼亮'永不迷航#这里所说的(灵魂)"是一个借用语"意在比喻具有指导'决定

人的基本行为的那种精神性的东西#毛泽东曾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正

确的政治观点)"就属于决定人的基本政治行为的那种精神性的东西#人们生活在社会现实中"随时都存在着适应社会

需要的问题"因而随时都需要(灵魂)的决策指导#那么"怎样才能够具备这种完美的(灵魂)呢$ 完美的灵魂是作为主体

的人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学习和文化熏陶"慢慢塑造而成的#文化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它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环

节去充实人的基本素质"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完善人的决策意识"最终达到让某种精神的力量左右人的行为的目的#只

有具备了(灵魂)"人们才能在创办事业'服务社会'成就他人'除恶扬善的征程中"懂得选择正确的航向'确定正确的目

标"并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可见"文化对于发挥人的灵魂作用"显得多么重要#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些作为(文化)的东西"之所以具有(软实力)的属性"

是因为它内含有丰富的文化精神和人类智慧#文化虽属软实力"但它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收到硬实力所无法收到的特殊

效果#%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一个著名论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所谓 (百

战百胜)"是用军事硬实力所收到的效果"对于这一效果"孙子的评价是,(非善之善者也)#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则是

用计谋的结果"属于今人所说的文化软实力的收获#对于此收获"孙子评曰(善之善者也)#可见软实力在特定条件下"

确实可以弥补硬实力的某些不足#应当看到"文化软实力对社会人们的思想"确实具有独特的精神激励与制约的特性#

有的学者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概括为(文化吸引力"文化亲和力"文化规约力)"这较为贴近科学的真实"值得予以重

视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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