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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29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深圳大学联合成立的当代中国

思想文化研究所、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冶
课题组和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共同举办的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新中国 70 年学术研讨会冶 在深圳

举行。 深圳大学副校长徐晨致欢迎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

心执行副主任龚云致辞并作主旨报告。 来自全国高校、 科研院所和新闻媒体等单位的 50 多位专家学

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1. 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当代思想文化建设

过程中的重要性, 认为这是贯穿新中国 70 年来思想文化发展的主线。 龚云在主旨报告中指出, 对于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需要明确三个基本维度: 其一, 新中国历史的本质是具体的人民的历史, 人民既

是社会的主人, 也是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的主人; 其二,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思想文化; 其

三, 新中国思想文化为全球人类提供了一条追求共同价值的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

委副书记、 副所长金民卿指出, 要从整体性的角度把 70 年来的思想文化建设与新中国成立前近代约

110 年的历史紧密结合起来, 搞清楚我国的思想文化在近代跌宕起伏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

救民的真理。 新中国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对于指导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

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朱继东总结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

基本经验与启示: 其一, 坚持把文化建设放在国家建设的重要位置; 其二,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

导地位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其三, 坚持 “双百冶 方针和 “二为冶 方针的统一, 在建设新时代

社会主义文化中做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沈阳指出,
我们应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成果来引领思想文化建设。 全国思政课教师群体应

担当历史重任, 培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坚定信念, 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 深刻认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 共益性、 共享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 与会专家学者站在更高的角度阐述中国文

化的世界性、 共益性、 共享性的特点。 中国人学学会会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认为, 要建

设文化强国, 就必须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举措包括: 关注世界文化的市场需求,
立足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传播与经贸往来相协调, 贴近当地生活实际, 创新文化推广的方式等。 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郑承军指出, 中国文化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较为成功,
但依然存在 “怯场冶 现象。 我国应当处理好理论与现实、 自由与自律、 解构与建构等多重关系,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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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 经验和道路做好 “登场冶、 克服 “怯场冶、 长期 “在场冶, 彰显其世界意义和价值。 南方

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李翔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
反映出中国文化与中国道路正逐渐成为全球共识, 为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璀璨夺目的瑰宝。 厦门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苗瑞丹指出, 为了让广大人民共享文化成果, 满足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构

建文化共享治理机制至关重要。
3. 关于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

专家学者认为, 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精神和红

色遗存。 要大力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 这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龚云强调, 要按照时代

发展要求, 着力构建红色文化理论体系, 彰显其时代价值。 弘扬红色文化, 有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

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地位, 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 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

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双印认为, 红色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永恒价值。 为此, 要通过党组织建设、
学校思政课、 红色旅游、 社区等创新传播手段, 讲好红色故事, 从而增强红色文化自信, 构筑中国

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建荣认为, 长征精神是红色文化

的典型代表, 长征精神永存。 如何在新时代继承与发展长征精神是值得深思的。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苗体君以任弼时参加长征的经历为例, 阐明要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 将其革命

精神发扬光大,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4. 探究新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发展的要义

专家学者认为, 新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探

究其发展趋势、 规律等, 凝聚中华民族共识, 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民族复兴的美好蓝图。
北京市委党校原校委周春明指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乎旗帜、 关乎道路、 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我

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 为此, 需要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

建设; 要全面正确评价党的领导, 加强并改进党的领导; 坚定文化自信, 同时积极借鉴人类创造的

有益文明成果。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杨生平指出, 思想文化问题非常

复杂, 应该分别从主流意识形态层面、 知识界思想文化层面以及民间思想文化层面进行分析。 近代

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脉络、 思想文化变迁, 可以用现代化这根主线来贯通统领。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王为理认为, 未来思想文化发展要注意以下要点: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要面向世界、
面向现代化、 面向未来, 要对我国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注重文化的包容互鉴。
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仇小敏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个全面冶 战略思想, 是

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路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体现其前提条件与物质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是

体现其重要途径与力量源泉, 全面依法治国是体现其关键依托与法制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是体现其

基本要求与根本保证。
总之, 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专家学者达成如下共识: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我国思想文化的

发展呈现绚丽多彩的态势, 有居于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有博大精深的中

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有可供借鉴的西方优秀文化等。 我们要认真总结思想文化发展趋势和规律,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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