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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监狱文化：实践着的软实力

为什么东西部监狱管理水平存在差距？

为什么同样一种管理模式在不同的监狱会有不同的结果，或者在同一监狱

的不同监区里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同样的法规有的民警执行得好，而有的则出现偏差？

为什么同一个监狱的管理水平时高时低，而不能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

为什么有的监狱领导班子凝聚力、向心力强，而有的像盘散沙？

为什么有的民警责任心强，而有的民警责任心就弱？

为什么有的民警解决问题游刃有余，而有的民警遇到问题就寸步难行？

……

文化如水，沁透人心，柔而有力。监狱文化是实践着的软实力。

文化是有力量的。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改变塑造着人类。文

化的“软实力”就在于它的渗透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也

同样要求提高监狱文化在改造罪犯中的“软实力”。

监狱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当我们认识到文化

软实力的时候，当新疆监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地让我们意识到，新疆

监狱在改造罪犯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在反分裂政治斗争中，除了依靠法律惩罚

力量之外，还必须依赖于文化教化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指导下，符合新疆地域特色的监狱文化建设，不仅是重大理论创新，更是

推动新疆监狱事业发展的宏大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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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疆监狱文化建设必须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新疆监狱文化自觉主要指监狱党组织、监狱领导、全体民警在文化建设上

的觉悟和觉醒。首先要在深刻认识监狱文化对新疆监狱改革发展稳定的地位

作用上有高度自觉，自觉认识新疆监狱发展新阶段的特征，自觉认识并注重文

化的引领作用，自觉将文化建设作为监狱工作的重要任务，自觉用新疆监狱民

警精神凝聚人心。其次要在准确把握新疆监狱文化建设内在规律上有高度自

觉，找准推动新疆监狱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和切入点，构建新疆监狱文化的内涵

及其结构体系，确立监狱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设计监狱文化建设的步骤和

方法。再次要在积极推动监狱文化建设的历史责任上有高度自觉。推动新疆

监狱文化建设历史地落在了当代监狱人民警察的肩上。我们要自觉担当起用

先进文化引领新疆监狱事业发展的责任，自觉担当起用先进文化改造罪犯的责

任，自觉担当起提高监狱文化软实力，进而维护监狱安全稳定。

推进监狱文化建设必须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新疆监狱文化自信是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

的坚定信心。只有有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才会鼓起奋发有为的勇气，才会大

胆地兼收并蓄，才会激发创新的活力。在当代文化建设大背景下，增强文化自

信，首先要自豪地对待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监狱的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

提炼有价值的文化内涵加以传承，并且始终不渝地坚持、千方百计地大力弘

扬。其次要坚信当代新疆监狱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新时期新疆监狱

人民警察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新典型，不断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再次

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广泛参与全国监狱学术文化交流，积极借鉴全国监狱文

化的优秀成果，发展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新疆监狱文化。

推进监狱文化建设必须加强文化创新

新疆监狱文化创新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扬弃与再造。新疆监狱文化建设

史就是一部监狱文化创新史。创新是新疆监狱文化建设的制胜之道。首先要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继续发扬变化变革、敢于担当、讲求实效的创新精

神。其次要充分吸收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为我所用，进一步推动监狱

文化领域的理论创新、文化发展内容创新、文化发展形式创新。再次要大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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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鼓励文化创新的内部环境，使创新才能得到发挥、创新举措得到支持、创新成

果得到转化。

推进监狱文化建设重在加强文化实践

监狱文化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积淀的过程。监狱文化软实力之源来

自于监狱文化实践，监狱文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文化实践。实践着的文化建设

理论才有生命力，才有意义。首先要把精神文化层面建设作为主攻方向，创造

“话语”体系，提炼监狱民警精神文化成为广大民警共同的价值追求，提炼罪犯

改造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体罪犯共同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其次要加强制度文

化建设，使之成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再次要加强物质文化建设，形成鲜明

的新疆监狱外部特征。第四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改造罪犯，特别是在突破危安犯

思想防线上取得实效，展示先进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第五要动员各方面力

量共同参与，及时总结来自基层的文化实践经验，让蕴藏在各族民警中的文化

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

新疆监狱事业正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孕育和发展与时代相适应的监狱文

化，是历史赋予当代监狱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我们有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指针，有现代文化引领新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土壤为依托，我们定能够而

且应该在新的高度、新的时代为新疆监狱事业的大发展续写新篇，定能使先进

监狱文化在新的时代产生更大的造就人的力量，定能更加自觉地加强监狱文化

建设，将依法改造罪犯转化为文化改造罪犯的软实力。

这就是新时期加强新疆监狱文化建设的辩证法，是关于监狱文化建设的哲

学思考。

朱志杰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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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监狱文化认识范畴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实践论是指导人们科学认识监狱文化、科学从事

监狱文化实践的科学方法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

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

界和客观世界。”①“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

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

深化。”②

人们对于监狱文化的认识，是基于监狱文化实践的科学的辩证的理论思

维，它来源于监狱文化实践，并且在监狱文化实践中发展与深化。

监狱文化认识论的能动作用，或者说监狱文化认识对于监狱文化实践的反

作用，正是在于指导人们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监狱文化实践，进行监狱文化

实践的思路设计、发展目标设计，进而扎实地采取实践行动；并在实践中修正认

识、修正设计、修正行动，进而指导人们更好地进行认识监狱文化、改造监狱文

化的实践活动。

①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 2版。
②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5—2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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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监狱文化的含义

一、文化的一般含义

研究监狱文化必先研究文化的概念。

有学者统计，“文化”的定义有三百多种。文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长期积

淀的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是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中的人

的精神基因和价值基因①，是“一个团体因其成员多年相处而形成的共同的审美

观、价值观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③”。

组织行为学对组织文化的定义是：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

为本组织所特有的，且为组织多数成员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

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及其在组织活动中的反映。④

李锡海先生从人类学及与犯罪的内在联系将文化定义为“文化即人化”⑤，

所谓“人化”就是人类通过劳动按人的需要和理想所改变和创造的东西就是文

化；李先生还对“人=动物+文化”的命题⑥做进一步的阐释⑦，认为人类是动物与

文化的统一体。坚持这个命题，既要反对从人之外看文化（文化是人内在的东

西），也要反对把人与文化等量齐观。

习近平：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

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

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

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

①张福有，《增强和谐文化的精神支撑》，《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0日，第9版。
②詹国枢，《企业文化有多重要》，《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0日，第4版。
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5页，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④张德等著，《组织行为学》第20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⑤李锡海著，《文化与犯罪研究》第16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⑥韩民青著，《文化论》第 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⑦李锡海著，《文化与犯罪研究》第10—11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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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

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

力和凝聚力之中。①

这应当是文化含义的“综合说”。

二、监狱文化的现象

怎么定义监狱文化？这需要从文化的一般含义，运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

所阐述的有关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工具，客观地认识监狱文化现象。

监狱文化是有形的。

近些年来，通过走访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少监狱，发现即使在新疆南疆

偏僻地区的监狱，也能让人感受到监狱建筑设计、绿化美化的监区环境，完备的

警戒设施，来去匆匆透着灵气的民警，罪犯的行为规范，丰富的监狱刊物，经常

性的理论研讨交流活动，罪犯文体竞赛活动，等等，还有不少监狱搞起了文化墙

这些外在有形让人看得见的文化现象。

监狱文化又是无形的。

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民警的使命、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工作习

惯、精神境界、士气、作风、待人礼仪、罪犯的改造状态等，所有这些内在的东西

都折射出充满活力的监狱文化气息。只有当有意地考察监狱发展的动力源泉

时，才能真切感受到监狱文化那实实在在的力量，感受到它是一种底蕴，是一种

积蓄。

上述的各种现象，都属于监狱文化，但又不是监狱文化的全部。

由此，监狱的任何现象都可以贴上监狱文化的标签。监狱文化是一种现

象，且都是以人为载体，不以物质为中心的现象；由监狱的全体民警、全体罪犯

共同接受，普遍享用，而不是监狱中的某些人所特有；是在监狱发展过程中逐渐

积累形成的，表现在人的身上，就是内化于心，外示于形。在民警中通常表现为

使命、信念、价值观、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沿袭的传统与习惯等。在罪犯中通

①2007年习近平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所作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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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表现为思想意识、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和服刑行为规范。

三、监狱文化的理论根据

监狱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体系中，是作为特殊的个体而存在

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文化，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普遍性

中找到根据。

那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

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

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

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③“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

根本。”⑤

发展这样的先进文化，必须以培育“四有”新人为根本任务，必须把思想道

德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科学文化

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必须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

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 276页，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②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 17—18页，人民出版
社2006年版。

③刘云山，《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 64
页，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④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问答》
第14页，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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