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石　坚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志刚　朱方明　罗志田　段　峰　姜晓萍

项　楚　姚乐野　曹顺庆　黄宗贤　卿希泰

唐　磊　徐玖平　蒋永穆　霍　巍



丛书序

四川大学 （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
一个。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 “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
较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
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
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１８９６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
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由
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
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
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
在２０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
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
平的经学思想曾经作为１９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其知识背
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
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
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
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的是其包容、开放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

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４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
究，思考 “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１９２４年，学校设立了１０个系，在
人文社会科学６个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
史、政治、经济５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
持续到３０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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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 （以下简称华大）。作为教会学校，
华大文科自始即以 “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
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１９２２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及其会刊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大博
物馆以 “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
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 （Ｄａｖｉｄ
Ｃｒｏｃｋｅｔｔ　Ｇｒａｈａｍ）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
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
立川大校内更注重 “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
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
文系，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
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
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１９３５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

１９３６年５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
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
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
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
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 “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史
学界的重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张颐 （哲学）、
朱光潜 （美学）、萧公权 （政治学）、赵人亻隽 （经济学）、徐中舒 （历史学）、
蒙文通 （历史学）、赵少咸 （语言学）、冯汉骥 （考古学、人类学）、闻宥 （民
族学、语言学）、任乃强 （民族学）、胡鉴民 （民族学）、彭迪先 （经济学）、缪
钺 （历史学）、叶麟 （文艺心理学）、杨明照 （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
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川大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
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１９５２年，
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
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
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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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
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２００６年是川大建校１１０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这
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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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现阶段我
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对此，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予以了
再次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更是鲜明地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
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它进一步明确了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

在当代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观念形态的文化，它必须依赖于
与之对应的文化载体才能存在、传播和发展。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内涵、属性、类型、建设措施等理论问题，就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当代价值。本书就是
基于对这一重要问题领域的高度关注而展开研究的。

我的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洪兵一直醉心于文化
研究，他的勤奋治学得到了武汉大学梅荣政教授、北京大学仝华教授等知名学
者的高度肯定。本书是在他主持完成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
研究的成果。该项研究成果围绕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这一
主题，以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载体建设为主线，依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
存在价值、形态类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的当代境遇、重要原
则、推进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本书既有作者自己的调查资料，又引用了其他专家的调研数据，这使得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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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的逻辑推演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不仅提高了本书的学术性，而
且增强了科学性。全书主题突出、结构合理、逻辑严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载体的学理界定、类型划分、建设措施等探讨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创新
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最突出的建树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科学内涵的学理界
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就是能够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观念内涵，并且能够被人们感知的客观存在；提出判定一个客观存在是否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标准是这一客观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观念内涵的承载、传递是否具有对应性和社会性；同时，对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提到的 “人”是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图书馆、广场等盛载体
和媒介是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制度是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载体等进行了深入辨析。这些学术观点自洽其说，为以后学术界深入探讨、研
究文化载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和铺垫。

作者从推动载体建设的视角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划分为告知型载
体、约束型载体、感染型载体、强化型载体，并围绕这四种载体展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推进措施的探讨，也是颇富新意并具有对实践指导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当然，作为一本青年学人的探索性专著，本书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深入思考
和研究的地方，例如作者所界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是微观意义的文
化载体，这和人们日常用语中的载体和文化载体概念的外延有所不同。虽然作
者已经辨析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但是如果对它们也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
无疑会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研究视野，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载体研究问题域的进一步廓清。同时，如果作者能够从多个视角探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分类，也会增加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
深入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更多的青年学人不断成
长。希望作者能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石，丰富研究方法，扎实研究基础，挖掘研
究深度，不断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加注自己的力量。

王国敏

２０１３年４月于成都望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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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① 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现
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
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
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
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是专题研究
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制定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地指出：“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③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
方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更是非常坚定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
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④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
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文化的现代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物质贫
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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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Ｇ］．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３２．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０－１０－１９ （１）．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Ｎ］．人民
日报，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１）．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Ｎ］．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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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①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挥其文化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生态
文明的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又为经济、政治、

社会、生态的建设提供思想保障、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不解决当前文化发展
相对滞后的问题，就会延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阻碍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的必然要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不断增长。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首先是对于文化自信的需要，没有文化自
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而言，人民的精神境界
就得不到提升，精神状态就不能昂扬，精神心理就会感到迷茫，就不能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只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丰富多
样的文化产品，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②。如果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大量的社会
主义文化产品，各种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产品就可能占领日益扩大的文化市
场，从而降低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降低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降低人民群众
的生活质量。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在当前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
动的迫切要求。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文化软
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拓展我国发展的经
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的重要因素，成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国际贡献增加的重要
方面。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增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互为重要
举措，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生
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生长和充分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深入国民的内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独树一帜、得到广泛认可，最终中国就可能因为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缺乏、孱弱而始终处于国际竞争的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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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
义文化研究，它的研究和精神文明研究具有一致性 （它们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在
不同的时期因为语境不同而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达），与先进文化、和谐文化
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学术研究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和物质
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念形态属于意识的范
畴，意识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物质之上。”① 这个 “依托的物质”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存在基础。党的十
五大在阐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已经清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是观念形态的文化，“狭义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不能脱离其载体
而存在……在文化现实中，可以说每一种观念形态都有其相应的载体”②。人
类文化历史的发展也证明，载体存在则相应的文化得到承载和发展，载体消亡
则相应的文化必然消亡。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不可能存在，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支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丰
富和发展，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受众的不断增加和受众认识、认同的不断深化，只有实现了
这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载体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承载样式，使之能够与时
俱进；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表达，使之能够不断趋向高度保
真；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空间，使之能够由实体空间发展到虚
拟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先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具有传递功能，能够把自身承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观念内涵传递给受众，它是连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与受众的
中介和桥梁，受众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来认识、理解、认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文化，传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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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重要的存在方式，是它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思想保证、精神动
力、智力支持”三大功能的基础。这两点都说明，从受众的视角出发，受众是
首先接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然后再通过它们感知、认识、认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二、研究现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研究属于交叉研究的领域，既属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范畴，也属于文化载体研究的范畴。因此，它既可能存在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之中，也可能存在于文化载体的研究之中，更可
能作为独立的研究主体而单独存在。

目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主要包含在三类研究中：第一类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或社会主义文化）的系统研究，主要研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特点、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建设原则、价值功能。如
黄楠森、龚书铎、陈先达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罗文东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念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肖贵清、赵学琳、闫晓英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论》 （中共
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郭金平的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大问题研
究》（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魏恩政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俞思念的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
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等。第二类是对我党领导人
的个人思想的研究，主要研究这些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贡
献。如陈晋、王均伟的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中国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版），邓力群的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孙玉杰的 《邓小平的文化观》（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张
远新的 《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等。第三类是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研究，其中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部分。这些论
著、论文、研究报告等构成了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也成为
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这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渊源、内涵、外延、作用、性质、特征
和 “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
思想、建设原则和方针，几乎没有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问题。

对于作为研究主体可能单独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研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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