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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处在多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文化矛盾和文化问题；在近些年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与来自全国各地和各个部门的学员，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探讨、研究和交流；《中
央党校学员关注的文化问题》所涉及的，正是我们在教学中所关注和研讨的部分文化问题。
我们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文化问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矛
盾、障碍、难题和困境；二是制约阻碍整个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例如某些与现代化相冲突的文化传
统；三是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的转型问题，也就是当今整个人类所面对的如何摆脱现代困境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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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关于文化时代和文化软实力问题（一）为什么说文化时代即将来临（二）文化时代的来临给我们
带来了哪些挑战（三）文化时代应具有怎样的“文化”视野（四）国家软实力有哪些构成要素（五）
软实力在美国崛起的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六）我国软实力建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二、关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一）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放在文化建设的首位（二）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难点何在三、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问题（一）怎么理解“弘扬
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二）为什么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三）如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四、关于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一）文化体制
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怎样改（二）文化体制改革：实践中的难点与有争议的问题有哪些五、关
于舆论引导和媒体管理问题（一）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遇到哪些新的课题（二）美国等西方国家
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进行“宣传”的（三）新兴媒体场与舆论场是如何形成的（四）应当如何重新界定
党和政府与媒体、公众的关系（五）应当如何理解舆论引导中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六、关于大众文化
和文化产业问题（一）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怎样的战略格局（二）在国家层面提出“
文化立国”战略是否可行（三）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如何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四）发展文化
产业为何要重在加强内容的引导（五）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如何处理主流文化与娱乐的关系（六）怎样
认识和评价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七）我们应该制定怎样的文化战略，以促进中国大众文化的良性发展
七、关于城市文化生态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一）研究城市文化生态问题的价值何在（二）城市文化
生态的基本特性是什么（三）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生态建构的难题与出路何在（四）如何理解文化遗产
（五）为什么在当前我们迫切需要保护文化遗产（六）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八、
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一）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是如何构建与管理的（二）在中国传
统社会，儒家意识形态是如何传播的（三）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形象的演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四）如
何从人类文明整体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五）如何从传统文化自身把握其基本特征（六）如
何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七）近代中西接触以来国人对中华文化发展道路有哪些观点（八）中日
两国早期现代化的不同有什么文化因素（九）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化建设（十）乡土
文化的现代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体现九、关于文化创新问题（一）当今中国的文化创新面临怎样的
历史机遇（二）当今社会推进文化创新的动力是什么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和宗教观问题（一
）文化的构成要素有哪些（二）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挑战（三）宗教文化有哪些基本特征
（四）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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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有种种迹象表明，文化时代将要来临，但就整个人类来说，文化时代仍是一种远景、一幅蓝图
、一种趋势甚或一种预言。
因此，我们无法像描绘经济时代那样来准确细致地描绘文化时代。
加拿大著名文化学者保罗·谢弗认为，文化时代必须奠定在不可或缺的四大基础之上：一是就文化的
性质达成总体上的共识；二是扩大，加深对文化的理解；三是树立文化史观；四是加强对文化精髓理
论、实践准则以及历史传统的利用。
这位学者是这样来刻画文化时代的主要特征的：“在其包含一切的结构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体论
、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以及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将获
得更高的优先发展地位。
这就有可能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要求，同时也能够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
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同时，这种时代还将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
位，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合实际的、持续连贯的确立”。
　　今天，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文化时代来临的种种征兆。
　　第一，经济时代所造成和积累的负面后果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人类正
在形成新的发展观，而新发展观的灵魂正是文化思维方式。
经济时代所造成的最严重的负面后果是自然环境的破坏。
在经济时代，自然环境被视为天然的赐予，从来未被纳入到经济学的范畴。
这样，一边是经济需求和期望持续地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上升，一边是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森林
火灾、温室效应、有毒物质的扩散以及水污染等大量环境问题不断暴露出来。
今天，几乎在世界的每个地区都出现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
环境的破坏与提高追求高度物质化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伴随着追求高度物质化生活方式而来的，是对世界各类资源的速度惊人的消耗，是贫穷国家、地区和
人群对富裕国家、地区和人群的不满乃至敌意的加剧。
200多年来，世界不同人群和国家之间在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
的程度日趋严重。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显示，2000年世界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
的30倍，而这一差距在1960年为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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