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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文化：“以人为本”的文化发展战略 

王  伟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人类文化自觉历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汉字“文”是一个由线条相互交叉而组成的，象征万

物互相融合，有装饰花纹的内容丰富的字。“化”字则是“人”和“”的会义， “”即

回首从人之意，所以“化”字是一个意为引导人重改行善的字。“文化”固定下来后，

就具有“物纵横而无亥，引导人从善”的含意。正像王蓬的诗句“文化有余戒事略”所

阐明的，其意是学问进步、社会开化。“文化”的英语Culture，词源是拉丁语中的Cult
us，该词的原义中有“耕作”的意思。这个词源有人们在自然界中劳作，从中取得收获

的意思。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1871年将文化定义为“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历

史表明，文化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起的根本作用，首先在于满足于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文化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从种系发生上来说，人生而有文

化，文化生而要发展。人类就这样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文化环境，反过来又让自己再适应

于不断发展的文化环境。文化由相关的机构制度系统起作用。  

  “和谐”一词指的是以人为核心的两种以上不同要素的协调、结合、融合与发展。

文化的价值则体现在社会理想、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中，通过人们和谐的合作和制度的

作用而发挥功能。和谐文化的提出表明文化问题工具化的新趋势，它预示着人们对文化

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新变化。和谐文化的价值，即经济、社会、政治、道德和精神利益的

共享及合理的分配的方式；换言之，追求共同幸福的目的，是人类解放的主要条件。没

有一次同进步有关的人类活动会脱离和谐文化而实现。荷兰哲学家C·A·冯·皮尔森的《文

化战略》一书，为和谐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文化哲学框架。作者为该书中文

版撰写的引言指出：中心议题在于，“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文化必须

变得更有动态性，更注重未来取向。就是说，应该采用新的广义的定义，即文化是按人

的意图对自然或自然物进行转化的人类全部活动的总和。这是一种现代化的科学界说。

说到底，和谐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文化。  

  我国历史上产生过不少有关和谐文化的思想。比如，儒家的“和为贵”；墨子提出

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

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

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

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中最精华的内涵，即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

弘扬“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勾画了美好社会的蓝图，阐明了构建和

谐社会的文化发展战略。我们党清醒地把握住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

位，清醒地把握住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的文化自觉，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

执政方式的新的文化自觉。我们党作为在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自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重大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

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发展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充分体现了“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作风和品质，体现了我们党正视和

解决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智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

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其核心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

人为本，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

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文化自觉，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具有时代性的意义。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

的社会形式”。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

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从事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事业，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为本是我

们党的执政理念和要求，应当从现在的具体事情做起，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

面，贯穿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简言之，坚持“以人为本”，需要自觉做到胡锦涛同

志反复倡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和谐文化最基本、最重

要的实践内涵。  

  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克服“官本位”。官僚主义作风，要害

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

位”意识。所谓“官本位”意识，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

么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

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

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

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的

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现象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

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集团负责。其危害极

大。因此，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克服。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有效实施“以人为本”为核心内涵的和谐文化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6-01/18/content_3591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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