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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关文化概论》作为《机关文化丛书》的首部专

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的问世，不仅充分展示了机

关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对于促进机关文化建设，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成就的总的概括，反映了

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文明与进步。文化，可以凝聚

民族精神，可以引领社会进步，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可以

展示国家形象。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

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方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邓小平同志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

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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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江泽民同志

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提出了全面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胡锦涛同志在党

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

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

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

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

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些精辟的论述，既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经验概括，又对文化大繁荣大

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机关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

政党的战略任务，各级党政机关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

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指挥部、参谋部，“共产党员

最集中、执政骨干最集中、权力与责任最集中”，理应做

建设学习型机关的表率，全面促进机关文化建设。应当

说，我国目前的机关文化发轫于延安时代，建立于新中

国成立之后，是机关工作人员在组织和管理相关事务长

期实践中形成的、并为大多数同志所认同和共同遵守的

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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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良好的机关文化不仅能正确引

领和有效推动机关建设，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

“务实、为民、清廉”的形象，为机关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力地促进学习型、

创新型、廉洁型、务实型、服务型机关建设。

近几年来，机关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吸引了一批

机关工作者和专家学者投身其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上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多年来，陕西省直机关工委在

推动机关文化研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广泛开

展“机关文化建设”征文研讨，深化“廉政文化进机关”

活动，对省级机关文化建设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形

成《陕西省机关文化建设研究报告》，编写了《机关文化

建设引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本列入省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机关文化概

论》，基于鲜活的实践经验，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从学理性的角度，对机关文化的内涵与本质、结构与功

能、形成与发展、比较与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和探讨，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机关文化的性质和功

用，把机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政府文化进行了

比较，揭示了机关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在机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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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上是富有开创性的。从这本书中，机关工作者可

以得到教益，相信其他的人也能得到启发。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机关文化概

论》的问世和《机关文化丛书》的相继出版，必将为加强

机关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对提高机关干部职

工的能力素质，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对

推动科学发展、富裕三秦百姓、建设西部强省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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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人生在世，总有所求。按照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

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五类需求，并且

一般遵循这样的规律: 某一层次的需求相对满足了，就

会向高一层次需求发展。马斯洛的理论证明了一个事

实，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满足这一目标的基本需求包

括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诚然，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而精神需求就是人们在精神方面的强烈渴望，包括对真

善美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对理想信念的执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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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对于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则属于较高层次的需

求。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厚与多彩，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文

化的支撑。目不识丁，胸无点墨，连扁担倒在地上都不

知道是个“一”字，何谈与时俱进?! 从来不敢想象，要

是没有文化，世界会是个什么状态? 劳动创造了人，劳

动也创造了文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正是因为文化

的引领，人们才逐渐告别野蛮、愚昧、落后，不断走向文

明、智慧、先进，奔向“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①的美

好明天。“衣食足而知荣辱”②，如今，我国改革开放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综合

国力的增强，人们的精神需求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精

神生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

衡量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形势逼人，我们

要高度自觉、更加主动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大力推

进包括机关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文化

的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人

①

②

毛泽东: 《念奴娇·昆仑》，《毛泽东诗词选》。
《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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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促进社会和谐进

步，共享现代文明发展成果。

一、文化与亚文化
( 一) 文化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若

问“我是谁”，该怎么作答。况且，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用什么来区分同在一个地球生活的你我他，人们想出了

种种办法。然而，无论是用血缘还是用肤色，无论是用

人种还是用地理，似乎都无法从根本上区分清楚到底我

为什么是某某国家的人。全球化的背景，造成了世界历

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化比较，人们终于找到了构成我们血

液里和生命里不可混淆的密码和记号是文化，也就明确

了判断的标准应该是文化，一颗拥有文化底蕴的心，诚

如一首歌《我的中国心》在人们情感上所引起的共鸣。

1．什么是文化

人们一般认为，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

“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 ( 故园艺学的英语为 Horti-

culture) ，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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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率先提出“文化”的

定义后，好似“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①，文

化的定义层出不穷。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

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在 1950 年代末期搜集了 100 多

个文化的定义，罗列在一起，仿佛“乱花渐欲迷人眼”②，

公理婆理，似乎都有理。

我们的祖先是很有智慧的，据专家考证，“文化”是

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只不过最初“文”与

“化”各有其义。“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

《易·系辞下》载: “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

言:“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

交叉”，诸如这些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了

若干引申义: 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

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如《尚书·序》所载伏

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

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可为例证; 二由伦

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

①

②

岑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白居易: 《钱塘湖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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