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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与激发文

化创造活力”，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就个人的理论研究

而言，这也是“十八大”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觉

得思想理论界最应该关注的问题。在走向民族振兴的

关键时刻，怎样激发我国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激发

我们文化的创造力，使我国走向高水平的文化文明这

个问题，首先就需要与全面深化改革联系起来，将意

识形态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放在一起来谈，才能说

透。所以说，这次会议主题的思路和创意非常重要、

非常及时，应该引起注意，展开讨论。

我是专门搞理论学术研究的，而且可以说，几十

年来我主要只研究了这两个问题或概念词语：一个是

“价值”，一个是“文化”。在研究中我体会到，这二者

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内外”关系：价值是文化

体系的基础、实质和核心。所以，我们在谈及文化的

时候，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外在的形式，把文化仅仅当

作是一个文字文章中的现象，当作仅仅来自书本字眼

的问题；也不要以为文化可以在社会的经济政治之

外，把它仅仅当作纯主观的思想意识；总之不要把文

化建设仅仅归结于在思想道德领域开展宣传教化的工

作，以至于脱离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过程。真正理

解文化，就要把文化建设与我国“五位一体”的全面

深化改革实践结合起来，加以整体化的考察。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

文化，在今天焕发出更大的创造力和活力？其中的关

键在哪里？真正的合理机制是什么？这类问题就应该

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想就此谈以下几点看法，请

批评指正：

一、我们的文化，或者说我们正在建设中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目前的活力怎样，创新能力怎

样？这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估量，看清问题的现状。我

的看法是，目前文化格局还处在一个复杂的矛盾状态

当中，有点纠结。就是说，从主流和实质看，活力也

有、定力也有。但是这个活力和定力都还没有全面贯

通，而是受到了两个环节上矛盾的阻隔：

一个是在“上下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阻力。用咱

们常说的话，叫“两头热中间凉”。中央和全党全国基

层干部群众对文化体制改革、焕发文化创新活力的要

求很强烈，呼声很高。但是中间执行的这套体制 （并

非指个人），包括执行机构、执行的方式、调动资源的

环节和执行的规范等，却还显得陈旧。由于相应的文

化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所以它难以为文化创新提供足

够的资源、动力和高效引导，显得有些跟不上。

另一个是与上下之隔相联系的“表里之间”相隔

问题。例如我们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很繁荣的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它们的内在思想文化精神是不是

很活跃、很新鲜、很繁荣呢？实际情况是，虽然有些

地方仍嫌太“死”，但有些地方却已经显得“活”过头

了。什么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歪门邪道的东西，来

自中外各种封建迷信、装神弄鬼、复古倒退的东西，

也都可以打着文化旗号大行其道，弄权作势的“文化

圈地”行为也一度盛行。如果把媒体和社会上花样翻

新、频繁炒作的热点话语拿来一一分析，可以说在很

多地方，表面上的活跃和内在的僵化并存，花样翻新

中也不乏沉渣泛起的成分，而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应有面貌，具有创新活力和时代凝聚力、号召力

的东西，却并不是很突出和到位。有些人甚至觉得，

现在有些做法与“文化大革命”及以前没有太大的区

别，因此惊呼：我们面临着文化“繁华之下的贫瘠”

的挑战！

那么，造成“上下”、“表里”之间相隔的根源何

在？我觉得关键在于，我们还习惯于脱离经济讲道

德，脱离条件讲理想，脱离实践讲观念，在文化与经

济政治二元化，思想观念与现实生活二元化的轨道上

文化创新的活力哪里来

■李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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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文化问题，由于过度追求手段化和功利化的效

果，常常使文化本身被虚化。

对此我曾有切身的体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我

曾经在一个大型石油化工企业里当一个分厂的宣传科

长。我们厂的党委书记是一位老革命、老干部，在当

时 （“文革”） 的情境下，他传授我做好宣传工作的

秘诀是：只要保证我们厂安全生产、超额完成任务这

一点不受干扰，上面来什么，你就照样宣传什么。后

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只要我厂生产正常，批林批孔

来了就宣传这是批林批孔的伟大成果，评《水浒》、反

击右倾翻案风来了，就说是评水浒反右倾的伟大成果

⋯⋯这样一来，我们的宣传工作就成了只跟着上面喊

政治口号，却与生产经营无关的“两张皮、两副面

孔”的行为。不难理解，在“文革”那样的特殊情况

下，这是不得已的。因为“文革”本身的文化导向，

就是要让思想政治与经济建设脱节，甚至对立起来。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文化”是不可能有真正

的活力的！

真正有活力的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我们的宣传教

育话语只有与人们的生活实践一体化起来，解决好上

下脱节和表里不一的矛盾，才能真正焕发起文化活

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二、活力总是有方向的。我们的文化要朝哪方面

活跃？怎样把握我们文化的方向？我们的文化方向，

当然应该是使我们的精神生活、精神创造力与全面深

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实现现代

化、实现小康同步、一致起来，而不是离开这个方向

去搞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在全面深

化体制改革进程中激发起来并产生正能量的文化活力。

这样的活力所需要的条件，显然是实事求是的改

革、创新和发展，而不是追求形式，不管内容的空洞

和放任。例如，提炼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

本身是伴随改革开放而进行的一项思想理论创新。要

坚持贯彻这个创新的方向，就要与我们“五位一体”

的改革实践联系起来，与我们当下力度极大的反腐败

行动联系起来，甚至与上海自贸区这样重大的决策联

系起来⋯⋯只有在与重大实践的关联中，才能让人们

更深切地体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涵义和意义，

更自觉地践行它。相反，如果不是朝着与改革实践相

一致的方向去阐述和落实，而是把它仅仅当成一套话

语去咬文嚼字，自圆其说，那么实际上就偏离了方

向。所以说，文化建设必须要有明确的方向感。

说起方向感，我想起古代一个小故事，说的是：

一个人在家里剥骆驼皮，骆驼皮很硬，一会儿刀就钝

了，就要磨刀。而骆驼在院子里，磨刀石在楼上。他

每次上楼去磨几下，下来再割，又钝了，就又跑上楼

去。来回跑得很累，效率也低。旁边有人建议说：“你

为什么不让磨刀石和骆驼在一起呢？”他听了恍然大

悟，说：“好，我把骆驼吊楼上去！”于是又搭架子又

拆门窗⋯⋯其实解决问题很自然的合理方式，是把磨

刀石拿楼下来。但这个人的固定理念，似乎是宁愿把

骆驼吊上楼，也不肯把磨刀石拿下来，他觉得这是个

大原则。其实他不懂得，更大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同理，我们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也

应该是以人民为主体，以解决现实和长远问题为目标

的。所以要朝着人民大众的需要和能力，朝着社会实

践发展的需要和能力，朝着总结提升我们在实践中得

到的经验和教训去努力，脚踏实地，而不是固守某些

缺少根基、“胶柱鼓瑟”的成见和意愿。我想，我们之

所以有些事情越干越繁琐，越干效力越减，越干越

累，越干越不合算，毛病就在于有时候陷入了“只能

把骆驼吊上楼”这样一个固定不变的狭隘思路。

三、什么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形势下文化建设的

总体目标？在实践中怎样保持这个目标？十八届三中

全会关于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已经做出了完整论述。其

中有两个重要提法，一个叫“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

设”，一个叫“法治中国建设”，告诉我们，我们的政

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应该是民主

法治。民主是实质，法治是形式，民主其内，法治其

外，民主是国体，法治是政体。把民主落实为法治，

用法治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和程序、规则和规

范。这是管国家社会全局的，对文化领域也应该适

用。所以说，民主法治建设与广义的文化建设不是两

回事。我们要避免过去“文革”时期那种两张皮的心

态，把文化确实是看作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存发

展方式。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权利和责任，就是通过怎

么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怎么样有利于使国家富强起

来，使民族振兴起来，使人民幸福起来，为此该怎么

做就认认真真的把它做好，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富

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文化。

党中央的文件已经明确了民主法治的方向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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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究竟是什么样，法治怎么

建设起来，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深刻的复杂而艰苦的

创造性过程。文化建设首先要和民主法治建设相呼

应，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文化的形成，应该是一种法治文化体系的形成。依

“文化”的特点，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重视在实践中

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和教训，将其成果打造成文化。

比方说，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怎么办是对

的？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把它弄透，弄清

楚，然后把正确合理的做法变成规矩和规则，也就是

让它法治化。

以拆迁为例，里面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很多。

第一个“钉子户事件”曾轰动一时。该事件是怎样解

决的？解决了以后，却没有形成一个民主法治的成

果，所以后来还接连发生拆迁中的恶性事件。如果我

们习惯做一件事就立好一个规矩，大家遵守同样的规

矩，这样的社会秩序就走向法治了，这样的文化就是

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文化了。

对于法治文化的建设，我们需要重视对实践点滴

案例的深入分析研究，充分讨论辩驳，澄清之后提升

出相应的规则和程序来。我举一个小例子：当年美国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拿国旗做成短裤穿出来，别人看见

说他亵渎国旗，违背爱国主义精神，就把他送上法

庭。那个城市很多人都参与这事情讨论，到底可不可

以用国旗做短裤，这是爱国还是不爱国的表现？法律

对此没有现成条款。为这事他们辩论了好久。法庭听

取了各种意见，最后判决这个人无罪。判词 （大意）

说，按照美国宪法的精神，要尊重每一个公民选择他

自己表达爱国方式的权利。这样的解决方式，突出了

对人们爱国权利的尊重，并没有就可不可以用国旗做

短裤做出硬性解释，但其后果是很积极的。比如那个

年轻人就产生一种骄傲感，他说我可以用我的方式自

由地爱我的国家。可见，法治是能够显示一种文化的

确定性和彻底性的。

我们可以通过像拆迁的例子和短裤的例子，理解

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我们要以改革的精

神，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核心价值追求为尺度，

对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结合实践把它们

一个一个地分析透，达到其中合理、有效且具普遍性

的结论，把它确认成共同的规矩和规则，这就是用法

治思维、法治方法来解决问题的长治久安之道，也是

法治文化的产生之途。

四、用什么来实现激发活力，推动创新？说到

底，要靠体制。我们需要深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文化

体制的改革，使文化体制走上民主法治的轨道，来充

分激发和保持文化创新的活力。

但是，关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体制有什么问题，我

们以往讨论得很不够，因此形成的共识也不多。这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曾专门写文章探讨过“文化”的

特点，简单说，就是不在于人们“干什么事”，而在于

人们“怎样干事”。人类有史以来所干的事，基本上都

是那些：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衣食住行、生老病

死、吃喝拉撒睡，等等。这些是不变的，大家也都一

样。人类永远都在干这些“事”。然而，正是由于干这

些事的具体做法不同，才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

既然如此，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个着眼点，就是不光在

做什么“事”上动脑筋，更要在“怎样做”上动脑筋。

在一个社会里，“怎样做”就包括相关体制的设计

和实施。例如：凡事由谁 （负有权责） 去做，按照什

么目标 （价值标准） 去做，落实为怎样的机制和程序

（相应的机构及其运行秩序） 去做，遵循怎样原则和规

范 （法律、道德、政策等） 去做？等等。循着这样的

线索，可以对现行体制的得失进行全面的考察。

一般说来，“文化问题”不仅有文化领域中的体制

和机制问题，而且也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的

共同问题。文化建设不可能脱离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

进程，而且必须与它的目标和进程保持一致。目前我

们在体制上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和阻力，因此应该成为

文化体制改革的对象？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尖锐，有很

多具体内容需要调查研究，展开讨论，就不在这里多

说了。

最后，建议大家看一看 《理论视野》 第六期的专

家访谈，是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

利明教授谈“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关键在于激活市场主

体活力”。在我看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其实也就

是在经济领域里面激活文化主体的创造力。

像这样的现实问题有很多很多。我从哲学上只能

说一个大概的、笼而统之的基本意思。不对的地方请

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终身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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