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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共百年文化经验ꎬ
推进世界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

——— “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学术研讨会” 述要

武晓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９—３０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马工程办公室、 经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东方毅集团共同主办ꎬ 主题为 “中国共产党百年

文化足迹: 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互鉴” 的 “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学

术研讨会” 在山东大学 (威海) 举行ꎬ 来自十多个国家的 １００ 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进行研讨ꎮ
１. 回顾总结中共百年的文化历史ꎬ 推进文化建设新征程

论坛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程恩富学部委员在开幕词和闭幕词中指出ꎬ 中国共产

党的政党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理念ꎬ 是反映广大党员共同价

值理念的先进科学的文化观念ꎮ 其在长期的实践发展中ꎬ 经受历史和人民的检验ꎬ 已然化为稳定、
可塑的政党精神和政党基因ꎬ 成为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 兴旺发达的引擎和动力ꎬ 也是党能够在大

浪淘沙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ꎬ 始终发挥砥柱中流作用ꎬ 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重要支撑ꎮ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阐述了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 政党和领袖的重要性ꎬ

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ꎬ 是一种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ꎮ 正是因为中国共

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ꎬ 才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成功ꎬ 才实现了当今综合国

力大大增强ꎬ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ꎬ 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 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高的社会

现实ꎮ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教授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中领导文化建设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ꎬ 这可以从文化建设的目标引领论、 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论、 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论以

及文化建设的国际视野论四个方面加以总结ꎮ 文化建设要真正服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

度ꎬ 以及增强文化自觉自信的现实维度ꎬ 就要紧紧围绕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个问题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士海教授和蒯正明教授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历史

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 其基本经验有三个方面: 首先ꎬ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文化领导权

建设的理论前提ꎻ 其次ꎬ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中介ꎻ 最后ꎬ 教育与自觉

相结合是文化领导权实现的基本路径ꎮ 中国道路所展现的文明样态不仅重塑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

心目中的形象ꎬ 还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现代文明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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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郝书翠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姜逸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

史时期构建了不同的红色文艺符号ꎬ 它们的内容随时代的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调整ꎬ 形成了以人民为

传播对象、 以文艺工作者为传播主体ꎬ 二者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ꎮ
２. 世界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ꎬ 聚焦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世界文化论坛名誉主席王伟光学部委员在主旨报告中指出ꎬ 文化间对

话是促进和平的最佳保障ꎬ 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ꎬ 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

一样必不可少ꎮ 中国不赞成 “文明冲突” 和 “历史终结”ꎬ 反对 “文化新帝国主义”ꎬ 主张尊重和维

护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ꎮ １００ 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

作ꎬ 一如既往地为世界的和平安宁、 共同发展、 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学部委员在致辞时指出ꎬ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创造了绵延 ５０００ 多

年的中华文明ꎬ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外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等方面

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ꎮ 本届论坛的召开有利于共享文化研究成果ꎬ 总结文化建设经验ꎬ 推

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ꎬ 推进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融合与发展ꎮ
东方毅集团总裁东方毅先生在致辞中认为ꎬ 中华文化是最有包容性的文化ꎬ 经过数千年的沉淀

积累ꎬ 至今仍是世界文化消费的时尚代表ꎮ 西方国家正在以 “文明” 的借口进行不文明的文化侵

略ꎬ 我们应当建立强大的文化价值观来反对文化帝国主义ꎬ 不但要在国内建立强大的文化价值观ꎬ
也要推动全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发展ꎬ 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劳动人民的福祉ꎮ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博士认为ꎬ 本届世界文化论坛意义重大ꎬ 在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背景下ꎬ 中国依然推进世界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ꎬ 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劳动人民福祉作贡

献ꎬ 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项主要资产ꎮ 同时ꎬ 他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卓越表现表示赞赏ꎬ 对中国在疫情条件下取得的成果表示自豪与骄傲ꎮ
法国德洛耐教授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

信用体系ꎮ 他指出ꎬ 在社会主义国家ꎬ 社会保障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在法律的控制下制定ꎬ
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ꎮ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能更好地保障人民民主专政ꎬ 同时也使实现社会利

益最大化成为可能ꎮ 而在资本主义国家ꎬ 这样的系统也存在ꎬ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它们都是私人系

统ꎬ 它们的目标是提高一些资本家家族的私人利润ꎬ 这与中国有鲜明区别ꎮ
美国学者卡尔瑞特纳尔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文化有三个要素ꎬ 一是文化的特定形式ꎬ 二是文化

的具体内容ꎬ 三是文化的政治内涵ꎬ 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的逻辑关联ꎮ 他指出ꎬ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视角来概念化社会问题ꎬ 能够更清楚地揭示社会问题的实质ꎮ
美国学者罗伯维尔吉对 (后) 人文学科进行了阶级反思ꎮ 他认为ꎬ (后) 人文学科在北半球

流行ꎬ 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危机作出了回应ꎬ 但 (后) 人文学科没有对生

活的条件提出质疑ꎬ 而是教导人们学会与不稳定性共处ꎮ 他认为ꎬ 应通过地缘人文学科ꎬ 强调生活

的辩证和唯物性ꎬ 批判实际存在的剥削关系ꎮ
加拿大学者杰夫努南指出ꎬ 在资本主义国家ꎬ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阶级、 种族和性别

冲突ꎬ 带来了很多问题ꎬ 这就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ꎬ 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疾病也不会完全

消失ꎬ 但社会主义制度会致力于更好地分配社会资源ꎬ 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ꎮ
土耳其学者阿德南阿克弗拉特指出ꎬ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如何扼杀人文主

义的ꎮ 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制度导致了更严重的剥削和压迫ꎬ 破坏自然ꎬ 消灭人性ꎮ 总之ꎬ 它无

法解决任何人类问题ꎮ 今天ꎬ 人类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集体财产、 对社会的爱和伟大的全球工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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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决ꎮ 人文主义的旗帜会再次升起ꎬ 但这一次ꎬ 它会由那些追随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锋党扛起ꎮ
古巴学者格雷迪斯塞西莉亚介绍了当前古巴的经济改革政策ꎬ 例如统一货币体系ꎬ 以积极应

对当前古巴面临的经济问题ꎮ 印度学者德夫帕塔克讨论了印度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

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文化产业系统中ꎬ 传统文化形式的努力和挣扎ꎮ
越南学者阮明环副教授和阮志孝教授论述了胡志明关于加强党的文化建设的思想及其在越南革

新中的继承与发展ꎮ 越南共产党自诞生以来ꎬ 就将党的文化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融入胡

志明思想中ꎬ 贯穿越南将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越南革命实践中并加以创新发展的整个过程ꎮ 党

的文化已成为越南共产党思想成熟度的衡量标准ꎬ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越南共产党的执政能力ꎮ
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在

经济、 政治、 社会甚至个人的具体情况中的灵活运用ꎬ 以及取得的非凡成就ꎬ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百

年的努力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拉赫曼诺夫教授指出ꎬ ２０２１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ꎬ 这是一个国

际共运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ꎮ 时至今日ꎬ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诸多成果有目共睹ꎬ 不断证明着社

会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优越性ꎬ 而中国最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实ꎬ 也再次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力量ꎮ
尼日利亚学者查尔斯奥努奈伊朱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年来ꎬ 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ꎬ 更重要的是ꎬ 通过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合作ꎬ 中国共产党已将经验

分享于世界ꎮ 希望非洲的许多政党能够认真汲取中国共产党的经验ꎬ 吸取重要教训ꎬ 以提高他们解

决释放国家潜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难题的能力ꎮ
来华留学的美国共产党党员伍淡然指出ꎬ 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ꎬ 确实有助于改变对中国的认知ꎬ

获得对中国更加全面和客观的了解ꎮ 通过留学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ꎬ 有助于在国外公众心目中树立

中国的国家形象ꎬ 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ꎬ 对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ꎮ
３. 关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问题ꎬ 推进文化交流与发展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吴文新教授认为ꎬ 宗教与逐渐铲除私有制相关ꎬ 不断壮大社

会主义公有制ꎬ 消除宗教存在的社会土壤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文化生活充实人们的精

神世界ꎻ 以共享、 自然、 健康、 文明的价值原则规范人们的文化生活ꎬ 最终从根源和条件等方面阻

断人们误入 “神门” 的现实通道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教授认为ꎬ 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是因为历史的辩证发展

是否定的否定ꎬ 经过历史变迁的现代文化包含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那些

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中华传统文化ꎬ 是那

些经得起今天的实践检验ꎬ 进而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要或者能够成为推动实

现美好生活的一种要素的中华传统文化ꎮ
此外ꎬ 中国社科院陈众议学部委员、 «解放军报» 陈先义编审、 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

南开大学孔明安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岩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高慧珠教授、 山东大学徐艳玲教

授、 温州大学孙武安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孙绍勇教授等ꎬ 从多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ꎬ 强调

进一步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与繁荣发展ꎮ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威海) ]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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