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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建设与中国发展道路》从确定主题、征集论文、遴选择定到编辑出版，历经百曰，耗时无
算。
在主编李中元、贾桂梓的率领下，编辑组同志们或披星戴月，或焚膏继晷，几多甘苦，几多喜悦。
我们围绕“文化建设与中国发展道路”的会议主题，从提交的百多篇论文中精选了104篇，划分为四大
板块，力图阐释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地位。
以此为宗旨，在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础上，我们对论文的题目、内容、表述、引文等方面作了一些必要
的修改、增删与校正，获得了论文作者的充分理解与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有些论文与大会主题联系不够紧密，有些论文观点似需在小范围切磋斟酌，故未能入选，尚祈谅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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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所达到的水平的“文明”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的。
比如，1920年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提出要建造“湖南文明”、“湖南一块地域之文
明”。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则从观念形态来界定“文化”概念，并赋予“文化”概念许多新的内涵。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
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
的集中的表现。
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
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观念形态的文化”同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他还引用了马克思《序言》中的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
人们的意识。
”这进一步说明了“文化”的本质。
这便同文化研究中的一切唯心主义的见解划清了界限，把文化归于意识形态范畴，也可以称之为观念
的上层建筑。
这便使得文化这一规定更明确、更清晰。
同时，他还提出了“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给中国文化建设事业带来重大
影响的概念。
 （三）文化需求是基本的民生需求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需求是人们重要的民生需要，而在长期的封
建社会，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受教育的权利却被剥夺了，使他们的基本文化需求不能得以满足。
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大搞愚民政策，文化成了封建剥削阶级的
特权。
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
。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除了办一些学校进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以外，并不看重劳动人民的
文化水平。
同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使中国农村急剧破产，更进一步使农民失去了读书认字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时就发出了为中国最广大无产阶级谋利益、铲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宣言。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了“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主张。
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争取基本的文化教育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之一。
党在早期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通过举办工人学校和农民夜校的方式，不仅使广大工人和农
民学到了最基础的文化知识，而且使他们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
 1934年1月底毛泽东在“二苏大”上做报告，对国民党政府剥夺大多数贫苦百姓教育权的状况进行了
深刻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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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建设与中国发展道路》从提交的百多篇论文中精选了104篇，划分为四大板块，力图阐释和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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