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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的价值之魂

马俊峰

2013-02-02 10:28:25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01月29日 

   

  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现象和价值性存在。任何一种文化，作为人们实践经验的结晶和精神劳作的结果，虽都以一定的知

识为其内容的基础和支撑，但以价值作为其内容的灵魂和精髓，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具有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的功能。因

此，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角度理解文化和文化建设问题，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建设中的问题，提高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完成“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主要就文化建设

中的三个问题进行一点讨论。 

  第一个问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通过文化建设、文化创新、文化创造来实现的，是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分工、合作、比

较、竞争的形式来完成的，其中，各种文化单位、文化组织、文化工作者构成文化建设的正规军和骨干力量。一句话，文化建设

作为一种社会性实践活动，其主体必然是多元的。主体多元化就意味着价值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而正是这种多元性，既形

成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以及文化生产方式和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从而满足了不同主体的多种文化

生活需要，促进了人们多方面能力的发展，进一步为文化创造提供了人才、资金和市场的支持，使得文化生产能够持续地进行下

去。文化的发展繁荣就是由这种多元多样的文化产品文化样式而得到确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文化繁荣的形象表现，

也是促成文化繁荣的根本途径。当然，这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文化样式中难免良莠不齐，所以就需要管理。这一点毫无问题。

中央提出要改革不利于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机制，这就需要首先改变以往那种陈腐落后的管理理念，改变那种

本来就违背社会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念。否则，文化体制改革是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第二个问题，文化产品都是包含着一定价值意蕴的产品，如同物质产品的价值只有得到社会承认，只有被消费才能实现其价

值一样，文化产品也只有被承认、被欣赏、被消化吸收，其作用才能发挥，其价值才能实现。文化产品发挥作用的过程，价值实

现的过程，当然有不同于物质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特点，但在文化建设、文化生产过程中，价值实现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认

真研究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文化工作全被纳入政治思想宣传的轨道，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

后，文化市场也已形成，外国的文化产品全面涌入，受众的选择空间极大扩展、选择权利得到落实、选择能力也大大提高，并成

为文化产品价值能否实现的关键性因素。现在的矛盾是，已经市场化的文化企业必然关心其产品是否有市场，能否收回成本并有

所收益，因此往往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与之相反，事业性文化单位，对文化产品的价值实现以及效益问题，就关注不够，

甚至根本不去关注。一方面是低俗的文化产品、毫无文化价值的产品充斥市场，而一些真正具有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东西难以

面世；另一方面是宣传性的东西往往引起逆反，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一方面是国家投入尽管随经济实力增强而大幅度增长，但总

体还比较有限；另一方面，这些有限的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和使用方式都存在一些问题，使用效益差，由此诱发出文化腐败和学术

腐败现象，造成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的风气。因此，文化生产领域同样也存在一个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只有真正正视和重视这

些问题，从价值实现的角度寻找原因，文化体制改革才能对症下药，抓出实效。 

  第三个问题，中央提出要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非常重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落实这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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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部署，真正“走得出去”，形成国际影响力，就不单是一个语言问题，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语言问题，要紧的关键的是在文化

交流、文化创造过程中如何将民族特色与人类情怀有机结合起来，拿出为世界文化界学术界所认同、赞许、欣赏的精品力作。我

们不仅要“面向世界”，更需要自觉地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从人类主体的视野，审视和吸取各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提升和阐扬

中国经验、中国文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世界性意义和普遍性价值。马克思多次强调过，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

是人类解放的事业，只有在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条件下才能成为经验的事实；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自

我否定，是在吸取了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的否定，正因此它摆脱了以往盛行的也是难以避免的那种民族的、地域

的、阶级的狭隘性，表现出人类的情怀和无比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上就是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的价值体

系，是最具人类情怀的、最符合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价值体系。在当今世界性文化交流同时也是文化竞争的大舞台上，我们

要有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须积极地占领这个价值高地和道德制高点，并依此检视、反思我们过去的文化创造理念、文化

管理理念中的那些狭隘性、片面性的观点，努力创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精品、文化精品，造就无愧于中华文明的世界级文

化人物文化大师，争取全世界范围的更多信众。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和实现其价值的过程，是

人类解放事业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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