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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软实力强弱关平民族兴衰、国家存亡。
近年来文化软实力研究议题广、与者众、成果多、影响大、效果好。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特别是宣传思想文化理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党政干部和高校师生的
需求，便于集中、选优、择要领略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精髓，我们邀请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
国祚主编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要论选》(第一卷)。
张国祚编写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要论选(第一卷)》内容涉及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文化教育、新
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文化产业、军队建设、国际战略等，分11个专栏，从文化软实力的基
本范畴和战略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理
论舆论引导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思想政治教育与提升文化软实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提升文化软实
力、和谐社会建设与提升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掌握话语权与提升文化软实
力、国际政治国际形象与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等方面收入一些名家的文章
，精彩纷呈。
尤其是，文集还将云杉同志的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原载《红旗文稿》2010年
第15、16、17期)收入文集作为首篇以飨读者。
该文立足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广阔背景，紧紧围绕以什么样的视角
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展开系统全面的论述，科
学地回答了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该文站位高、视野宽、思考深、分量重、逻辑严谨、创新点多，既是关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纲领性力作，也同样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相信本文集一定能使广大读者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广博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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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湖南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国际问题、文化问题等。
代表性论文主要有《软实力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关于话语权的几个问题》、《论城市的精气神
》、《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几个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
若干认识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着力处理好十二种关系》、《科学发展观是化解金融危机
的利器》、《论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文学应该直面现实》、《(恰同学少年)的启示》、《文
化与国力》、《从科学与哲学的分界看爱因斯坦和玻尔的论战》、《论哲学在认识论上对科学的指导
作用》等。
主要著作有《科学独立史论》、《用人之道新探——人才管理权变系统论》、《分界论——关于评价
思维的轨迹探踪》、《沧桑足音——张国祚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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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软实力硬道理大可为(代序)
一 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战略地位
　大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决定中国未来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60年和文化问题
　对文化软实力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其提升
　文化如何成为软实力
　理解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在新形势下多向度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现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文化力量研究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西式教条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几个问题
三 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在三大知识体系基础上提炼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若干问题思考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抵制“普世价值观”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和践行
　情况的调查报告
四 理论舆论引导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论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党在建设先进文化中的主导作用
　有效传播能力：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环节
　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全球传播时代的议程设置与文化软实力
　我国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基本状况与传播特征分析
　互联网企业纷纷海外上市对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
　安全的潜在威胁”
　论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
五 思想政治教育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大学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弘扬大学文化强化育人为本
　大学文化软实力与大学精神
　简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兼评“德育非政治化”的观点
　论中华民族凝聚力
　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纪念五四运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六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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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与中华崛起之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软实力”的另一种解读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代和合乐章
　中国古代“文化”概念的“软实力”内涵
　“唱读讲传”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红船精神与党的先进性
七 和谐社会建设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国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论建设和谐文化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其构建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若干认识问题
八 发展文化产业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加快发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从文化软实力角度看出版“走出去”战略
　确立文化产业评价的文化维度
九 掌握话语权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发出中国的声音——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研究
　对西方话语体系应有清醒的判断“
　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话语权
　话语权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
十 国际政治、国际形象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用道德力量塑造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国形象”——在第六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的发言
　要重视美国对华软实力战略
　塑造国际形象不能舍本逐末
　教育交流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视阈中的对外文化传播
十一 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
　肩负历史责任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
　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启示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着力点
　关于国际文化战略问题的几点认识
　“唱读讲传”活动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要高度重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
　繁荣发展学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
　军事“软实力”亟待增强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考
　借鉴创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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