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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团结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
建设和谐文化，维护文化安全，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
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6年12月5～8日，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出席了由中
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举办的文化论坛。
论坛围绕“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这一主题展开，共有77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报告。
会场气氛热烈，观点交锋激烈而有序。
与会者就“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宗教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民
间信仰与社会和谐”、“信息化时代的文化安全问题”、“校园文化建设”等议题，运用多学科知识
，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本次论坛一方面促进了学者们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沟通，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文化安全领域的理论观点，
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术成果。
　　过去几年内，我会曾连续多次举办国际、国内学术论坛和研讨会，内容涉及社科领域的多个方面
。
我们的论坛历来是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场所，来自学界、理论界各个专业和相关
部门的专家学者都曾借助这一平台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求同存异，扩大共识。
我们始终尊重每一位专家学者的观点，欢迎和鼓励与会者积极建言，中肯献策，并及时记录下了专家
学者们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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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文化、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文化与国家安全”、“信息化时代的文化安全”、
“宗教文化与社会和谐”、“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几个议题，运用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
进行深入研究，丰富了我国文化安全领域的理论观点，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本书可供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习者、研究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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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文化、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　　立为前提、疏为主导、本为基础——谈谈文化安全工
作　　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文化的重要任务，为我们的文化安全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开辟了新领域。
深入研讨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这一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做好新时期的文化安全工作，要突出抓好三个环节：立为前
提、疏为主导、本为基础。
　　一、立为前提：就是要强化阵地意识，旗帜鲜明地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　　当前我国文化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矛盾凸显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各种社会思潮纷然杂陈，人们思想
观念的变化加快，正确的与错误的观点相互交织激荡，外来思潮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更为激烈，思
想文化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更加复杂，文化安全显得更加突出。
建设和谐文化的实质，就是要强化阵地意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牢
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那么必然分裂为相互冲突的多元价值观念，引发
整个社会的动荡。
苏东剧变及本世纪初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深刻的教训。
　　关于文化建设，毛泽东同志在论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曾提出过“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
不行”的方针。
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十分正确的。
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使这一地位不断巩固。
因此，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的“立”、“流”、“行”就不能不提到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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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可供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习者、研究者参考使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