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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学思路和科学方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是其对于人才培养和文
化建设的特殊理论贡献所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现实主义精神，关怀大众，倾情弱势。
这种情怀能够打动大众，并非只有娱乐化才能够大众化。
    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和多元文学观念、方式可以兼容，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也不矛盾。
不必质疑主旋律或商业化写作本身，应该强调提升主旋律及商业化写作的思想境界和艺术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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