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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及当代价值
———《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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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的一部奠基性的著作。 这部著作中对新

民主主义文化和文化建设的思想进行了阐述。 在《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中，毛泽东继承

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观念，诠释了关系中国革命和命运的文化建设相关理论，为以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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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内涵极为宽泛，它可以指代人类一切

物质与精神的创造物。 从本质意思上来看待文

化，它展现的是文化创造者自身的生存方式。 如

胡适先生所表述的文化石“人们的生活方式”；或
如美国文化学者拉斐尔·比尔斯所言，就不同的

民族和族群而言，文化是一种“生活范式”。 马克

思主义的文化观是将实践理解为文化产生发展的

基础，并指出人类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化

并确证了自己的存在。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文

化，马克思把文化看成是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

现象，如马克思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

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人们的想象、
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

产物。 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

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１］７２

这种见解无疑为文化的发展找到了科学的渊源。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观

念，在探讨中国革命和命运的各种文章中不断探

讨了文化的相关理论，并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９ 日在陕甘

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

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

文化》，后命名为《新民主主义论》。 在《新民主主

义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并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

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

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

的表现。 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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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２］６６３⁃６６４这是在

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文化”概念的基本阐释，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发挥。 对此毛泽东

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申了马克思的主张：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

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中华大地，进行政治革命

和经济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文化革命”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中国的革命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民众在中华大地上

“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
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

把一个被旧文化同志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

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化先进的中国。” ［２］６６３

一、文化建设的目标
文化既然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基

础和革命运动就会起到影响作用。 尤其是在革命

的年代，文化建设是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而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目标属于建立

新中国的目标之一。 这种文化到底是怎样的文

化，毛泽东说：“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

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２］６６３

那这种新文化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 《新民

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文化”或者说“新民

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 “民族的” “科学的”文

化。 它的“新”表现在文化的领导权上，按照毛泽

东的说法，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

想”去领导，而“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其实就是

“共产主义思想”。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
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

“五四”之后出现的，毛泽东则把它具体到 １９２１
年，即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

产生的分野。 “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民主主义文化开始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同
时也成为这种文化的“生力军”。 毛泽东说：“‘五
四’以后则不然。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

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

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

和社会革命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仅有自己

的思想内容，同时也有着明确的反对目标，“这个

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

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

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２］６９７在最终

文化斗争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实现自己的目标，
从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

建的文化。” ［２］６９８

二、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

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

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

化统治国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

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

一个新中国。” ［２］６６３

“文化”领域是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是反对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项重要领域。
从与资本主义的文化斗争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

建设部绝非无的之矢，特别是某些资产阶级的顽

固派，他们否认人民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

化，并把欧美文化作为围剿和攻击新民主主义文

化的工具。 毛泽东指出他们的这种文化性质实质

上就是“文化专制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

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表现就是资产阶级的文

化专制主义”。 而资产阶级顽固派奉行的欧美文

化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因为他们“曾经实

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

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 这种文化上

的压迫，目的就是要“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
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 ［２］７０４。

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是因为文化可以作为武

器，反对敌人“围剿”的武器。 而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主体力量是农民，革命队伍中还存在着大量的

文盲，革命的“物质武器”还没有被“精神武器”武
装起来，所以在反对敌人的斗争中，文化建设依旧

需要进行下去。 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两年之

后，即 １９４４ 年毛泽东在作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

工作会议上讲演时，强调了“解放区已有人民的

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 在一百五十

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

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 这些都

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 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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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 我们

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

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３］１０１１

三、文化建设的路径
（一）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建设

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理解的文化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它和经济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文化建设

不能脱离政治和经济而孤立而论。 《新民主主义

论》中毛泽东还用封建文化的例子来说明文化建

设对政治、经济的依附性，他说：封建文化是封建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

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

治和新经济” ［２］６６４。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

期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反映的是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

民文化”， “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但
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

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

是新民主主义的” ［２］７０５。
１９４４ 年，毛泽东在谈到《关于陕甘宁边区的

文化教育问题》时说，“在内战时期、抗战初期，有
些同志中间还有一种错误思想，认为政治、军事是

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针对这种错误思

想毛泽东强调，“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

础，“文化”的能动性，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
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 文

化与政治、经济的一致性首先表现为文化的性质

与政治和经济基础保持一致，或者说不能用共产

主义的文化来巩固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同样也

不能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来影响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 文化可以超前但总体上应当与政治和经济保

持一致，这一点直接影响到文化建设的任务设定

和任务完成。 对此，毛泽东直接指出新民主主义

条件下，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都是新民主主

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所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社

会主义革命。 把这种条件下的国民文化当成社会

主义文化，不加区分地去“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的宣传，当做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 ［２］７０５的做法

是不合时宜的。
（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宣传和教育是文化

建设的根本途径

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文化，宣传和教育是这

种文化建设的根本途径。 尽管是在新民主主义的

条件下去共产主义思想仍然是革命的指导思想，
对大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依旧有着必要

性。 毛泽东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

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

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

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只不过对具有社会主义

文化属性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要与当前的新民

主主义实践作出两项区分，避免发生文化与政治、
经济的性质上的不相一致。 这两项的分别就是：
“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

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

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

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

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２］７０６新民主主义

文化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新文化。 尽管现在进行只是新民主主义文

化建设，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确实刻不容缓，尤其

是在与资产阶级文化斗争的过程中。 以马克思主

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是无产阶级运

动的理论武器，因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宣传离不

开工农这一主要群体，毛泽东说：“当作国民文化

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
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

民及其他群众。” ［２］７０４毛泽东这里用“适当地”，是
要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时，注意区分阶段性。
现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此时的国民文化还不是

社会主义的，所以共产主义思想还不能成为我们

的行动纲领和方针，“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

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

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
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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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 ［２］７０５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原则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

化定性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以文化

建设应本着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入手寻求路

径，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确定了路径原

则。 首先，“民族的”是要在本国民族文化与世界

民族文化之间寻找文化交融的方式，它意味着本

民族要保持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做到对世

界优秀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吸收和借鉴别的社

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样才能共同发

展。 吸收的过程是扬弃的过程，需要批判的借鉴，
取其精、弃其糟。 就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

的过程一样，“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观地将

“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是形式主义地照搬马克思

主义，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真谛，这样做只

能是对革命的伤害。 回到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上

来，毛泽东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民族的”形

式和新民主主义内容，这样才是新民主主义文化。
其次，“科学的”原则要求对本民族文化继承做出

甄别。 意识形态有着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每一种

民族文化也都会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脉络。 中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丰富的继承的文化资

源。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

和经济继承而来。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也

不例外，它需要在历史文化发展的丰富宝库中汲

取营养，去继承旧文化，而无法断裂。 但旧文化不

是不加甄别的以为接受，而是辩证地对待，既要尊

重历史，又要“排除封建毒素”。 最后，从大众化

的视角来看，文化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存在，要建设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还需要实现，文化的大众化。
文化的大众化最主要的是在农民中普及文化教

育，毛泽东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众文化，实
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 ［２］６９２ 马克思在《〈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物质的力量物质

的力量来摧毁”，“而理论已经掌握群众，也会变

成物质的理论”；毛泽东肯定了中西方文化建设、
文化运动中的共同性，它属于群众的运动。 对于

中国革命来说，尤是如此。 因而，文化要“联系”
群众，要“接近”民众，为达到这样的目的，文化的

传播载体———“文字” “言语”须近民众、知民众。
除此以外，文化还需要反映民众的需要，“文化工

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

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

众的需要和自愿。 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

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

发。” ［３］１０１２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教育工作不是我

们一味地进行纯粹地、不切实际地思想灌输这中

盲动主义，而是反映他们“实际上的”、由他们自

己“下决心”的需要。

四、结论
总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的去

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其中

文化理论的建设的思想颇有建树，而且对中国的

革命和未来的文化建设事业给出了非常有价值的

指导作用。 哪怕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

天的视角来看，《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的文化

建设思想也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从他的文化建

设思想中，我们仍须学习反思。
（一）文化建设不是纯粹的文化领域的单一

维度

按照毛泽东文化建设的思想，文化建设需要

放置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中来考量，要把它与政

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紧紧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

实现文化建设的目标。［４］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

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

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这是对文化建设的总体性思

想的延续，是将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

项任务而置于整个生产方式之内的明确举措。
（二）文化建设需要创新，但是必须是对时代

特征的准确把握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创新”是一个民族进

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

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创新要富于创造性却

不是一味的任意性，而是要在“体现时代性”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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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去把握规律性。 因而，文化建设也是从现时

代出发，去把握时代的脉搏，去有针对性的解决时

代的文化问题。
（三）文化建设最终是对人的建设，它应当从

文化主体出发，了解大众的实际情况，不空谈，更
不妄谈，谨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在文化大众化的过程中，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去营造文化建设的氛围，把文化建设日常生

活化，在语言、风格、方式和品位等等方面寻找大

众化的契合点。 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更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

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
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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