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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血脉，越来越成为民族

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结构功能主义认

为，文化“是一个关于意义的结构”①，它为人的生活

赋予价值意义和精神追求。在国家治理语境下，文

化治理是一种柔性治理范式，展现的是人文精神在

社会教化、文化传播、信仰塑造、认同强化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公共文化是一种具有全民性、公益

性和价值导向性特征的文化形态，对大众的文化

意识、文化情感、文化行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公共文化治理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有

着深远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建设超越于意识形态

之上的民族文化精神结构和文化根性谱系，优化

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转型社会，

重建公共文化地带是文化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方

面。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就是通过弘扬主旋律，倡导

主导价值观，强调社会公平，注重在全社会形成共同

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

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公益文化与商业文化良性互动，

形成主流明确、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结构。公共文

化治理是治理理念、治理实践与文化价值转换、文化

体制改革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过程。公共文化要

发挥“软治理”作用，必须立足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

秉持系统观和生态观，实现对公共文化物质层、制度

层、理念层及诸要素的系统集成，生成完整的公共文

化治理体系。

一、作为治理方略的“公共文化”

(一)“公共文化”的概念释义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集体表达，在本质上具有“社

会交往意义上的公共性”②。文化之所以具有社会交

往意义上的公共性，是因为它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创

造的，脱离不了人的社会实践、相互依存和交往理

性。在公共哲学意义上，公共性是质的相关性，被认

为是“一种体现共同体生存价值的先验的普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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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③。文化作为人们相互依存的社会活动产物，是

经过后天习得的，在特定群体中具有共享性。文化

的公共性“在社会性群体中突出体现为主体间核心

价值的共识”④。有学者认为，文化创造从本质上说

是人类对外部世界各种事物存在的一种价值思维肯

定，这种肯定，既是价值的、功能的，又是形式、形态、

法则、秩序的。⑤从本质上看，文化即是人们生活的

样法，是由价值、规则和物态构成的整体。对文化概

念的理解应当着重于这样一个事实——文化附着于

习得制度和支持这些制度的价值。

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形态，与公共领域不可

分离。社会生活共同场域的生成与开放，以及民主

化进程对人的文化权益的肯定，使得文化生活依托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剧院、俱乐部、文化空间，

以及报刊、杂志、电视、网络得以开放和延展，产生

了蕴涵“社会交往”“价值引导”意义的公共文化，⑥

在凝结集体认同、培育公共精神、建构文化秩序等

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⑦我国“公共文化”话语的

出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产物。一

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因经济逻辑与政治逻

辑的分野，导致了文化领域从“领域合一”走向“领

域分离”，繁荣文化事业与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文化

建设的双重任务。⑧另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的推

进，国家“统揽一切”的文化发展模式在文化属性、

类别区隔定位的驱动下，使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文

化事业回归公益，它们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彼此依

存，相互促进。

随着公共文化话语的形成，学术界对公共文化

进行了阐释，多从公共物品属性及供给机制出发来

定义公共文化，突出强调它具有的非排他性、非竞争

性和外部正效应性特征；关注的是公共文化的公益

性事业特征，强调公共文化的社会效益以及政府和

公共部门的供给责任。⑨诸如此类的定义，揭示了公

共文化的某些公共性特征，但多限于公共文化所依

托之文化空间、文化场馆、文化设施及群众文化活动

等显性的公共特征，对公共文化蕴涵的群体意识、公

共观念、共享价值观等深层要素关注不足。事实上，

公共文化以人们的精神旨趣和社会效益为目标，满

足的是人们的娱乐、休闲、求知、审美、交际等精神需

要。公共文化突出的是共有性而非私有性、共享性

而非排他性、平等性而非差异性，是一种具有价值导

向性和全民共享性特征的文化形态。

公共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它内在地依赖于

规范化和理想化的交往结构，文化价值的共享性和

文化功能的秩序性不容忽视。公共文化内涵着共识

性的权利、利益、责任，基础性的规则、秩序、惯例，在

公共空间建构、公共价值和伦理塑造中具有独特作

用。公共文化既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特性所体现出

的物质形态，也具有文化内核所蕴藏的伦理规范和

价值诉求。界定公共文化的概念，应当注意到它有

着丰富的内容结构，包括物质、制度和观念 3个层

面。物质层面是指公共文化的物化载体，如公共文

化设施、文化事项、文化物品等；制度层面是指公共

文化的制度体系，如国家文化体制、文化政策、文化

机构等；观念层面是指公共文化意识形态和公共文

化精神导向，包括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公共意志、公

共精神等。

(二)“公共文化”的治理功能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文化治理是国家治

理的重要方面。文化涉及的是“审美艺术、道德规

范、意义体系及教育科技”⑩。本尼特认为，价值观、

审美、艺术等文化事态具有治理意义，它通过“审美

与智性文化的社会形式、技术与规则”来塑造人的

意识、观念和行为。福柯认为，文化与权力是紧密相

联的，文化以内化于心的方式发挥着权力的教化、规

训作用。公共文化是以满足人们求知、审美、娱乐、

交往的精神需要为目标的，以文化传播、文化娱乐、

文化教育、文化传承为内容，通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

文化活动，达到民族文化的代际传承和公共文化的

全民共享。公共文化治理就是“透过文化和以文化

为场域”来发挥治理功能，达致“优化国家治理的精

神结构和民族心理”。

公共文化是由诸多文化义项集成的体系，要素

多元，内容丰富。展开来说，文化法规与政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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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和创意创作、生产供给、传播交流机制等构成

公共文化的制度平台；文化场馆、文化设施、文化

资源等构成公共文化的物化载体；国家主导文化、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构成公

共文化的内容样态。公共文化资源和设施的公益

性和共享性，公共文化空间和场域的开放性和共

建性，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性和共享性，公共文化

价值的建构性和传播性，蕴藏着建构民众共享的

观念结构和价值意义的潜能。在公共文化的创

作、生产和传播中，主体互动和集体行动会促进主

流价值对日常生活的浸润，从而发挥软治理的政

治社会功能。

公共文化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诸多文化义

项的集成和耦合，强化了其在文化涵化、文化整合、

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功能，促进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培

育、社会文化秩序建构和国民文化权益保障。新时

代的公共文化治理，在安置诸如战略使命与发展路

向、制度供给与机制创新、价值目标与功能配置等事

项中，应密切关注与它们不可割裂的意义关联和价

值关联，将健康文化价值观确立并涵化为国家信仰

的价值标杆，确保核心文化价值的坚守、公共文化

生活的社会增量、民族文化维系的社会进化。也就

是说，公共文化治理，必须以弘扬先进文化价值、保

障公民文化权益、建设民族共同文化家园为须臾不

可偏离的目标，实现公共文化建设多重功能的存在

性均衡和整体性协调。

费孝通指出：“社会问题起源于文化失调。”我

国公共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引发公共文化地带的

式微，带来大众生活的自利化和疏离化，社会公共意

识、公共舆论、公共道德、主导价值显现出弱化趋

向。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转型社会，

公共文化治理在社会公共价值与公共利益的层面具

有深远的使命，那就是建设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的

民族文化精神结构和文化根性谱系，重建大众的精

神世界和栖居方式。公共文化治理关乎国民文化享

受和文化认同增进、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生态维护，

必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正视主导文化、精英

文化、大众文化的竞争性共存，关注它们之间的交流

互动和动态平衡，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

正确方向，发挥公共文化在先进文化传播、文化权益

保障、文化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二、“公共文化”治理出场的现实场域

(一)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竞争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单纯的硬实

力较量，而越来越明显地整合了软实力，成为综合国

力的较量。在国家软实力构成中，文化乃是核心和

深层的要素。捍卫文化主权事关民族文化的独立

性和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在权力角逐和利益博弈

的国际竞争中，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乃是国家安

全的深层次内容，构成国家安全维护和社会制度竞

争的重要基础。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在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中，“最终的决定因

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精神的较量。”毛泽

东说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很大程度上是

各自信仰的世界观的交锋，他们都想用自己的世界

观来改造世界，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

的。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颜色

革命”——不论是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

“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乃至

“阿拉伯之春”，无不深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的影响。“颜色革命”显示出文化和价值观的极端重

要性，守卫精神领土，捍卫文化主权，应当引起民族

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国际体系中，资本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形

成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排他。西方国家试图借助其主

导的国际话语矮化中国，试图通过“文化入侵”扰乱

中国民众的价值信仰，蓄意抛出“中国威胁论”，试图

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在国际交往中，它们常以意识

形态和文化模式划界，大搞“价值观外交”，试图在国

际上分化、孤立中国。近年来，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

起，以“共同价值观”的名义到处纵横捭阖，鼓吹美、

日、澳、印四国联手主导亚洲事务，试图抑制中国在

亚太事务上的话语权。面对西方世界的文化渗透和

战略遏制，中国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不断

··5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ULTURAL STUDIES
文 化 研究 2023.2

增强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

文化吸引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毫

无疑问，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在经济、科技、

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但长期以来的

非均衡战略和经济优先发展，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相对滞后，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任重道远。必须重

视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精神支柱坍塌、文化

阵地丧失、意识形态失控，社会成员的价值规范就会

陷入混乱，国家安全就无法保障。”

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在

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上深刻阐释中华文化蕴涵的

“和合”“互惠”“推己及人”的和平文化观，宣扬和传

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且要在文化产品、文化

服务的日用生活和交流互动上“镌刻”中华文化元素

和精神气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走进去”“走上

去”，增强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

反观现实，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文化创造和

输出并不乐观。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中国长期处于

国际文化贸易逆差的地位，文化产品进出口结构失

衡。在中国文化产品有限的海外市场中，文化出口

产品中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等硬件设施

所占份额较大，创意性、理念性、价值性的文化出

口相当有限，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相比

之下，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英国的科幻影片、日本

的动漫业、韩国的家庭伦理剧，在国际市场都有不

菲表现，成为国家文化形象展示的窗口。积极应

对全球文化竞争，需要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审视

文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竞争，有效保

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防范西方资本主

义文化的渗透。

(二)竞争共生中的社会文化生态与文化秩序

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在的基本样态。中国是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在生产生活的基础上

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各民族文化相互竞争、碰撞、

交流、融合，汇聚形成了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

辩证发展过程中，诸多民族和地域文化上的竞争、交

流和融合，使中华文化日渐丰富和包容，形成了统一

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传统，结成了“多元一

体”文化格局。在文化赓续与发展的传承意义上，任

何文化都不能割裂与历史联系的“脐带”，文化变迁

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承继中的创新性共存；在文化生

存与互动的生态意义上，任何文化形式都不能孤立

存在，文化系统是多样化的文化形式的集合体，它们

在竞争性共存中维系着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平衡。需

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是在政治维度

“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多重变奏，经济维度“文化事

业”与“文化产业”的交相辉映中向前发展的。这种

文化发展路径，造成了多样文化形态并存的生态格

局。从文化形态折射的价值取向来看，当代中国文

化生态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

众文化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使社会的

文化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性

调整，犁松了政治意识主导一切造成的已板结碱化

的文化土壤，大众文化的稚芽开始萌动、生长，并进

而形成今天的繁荣景象”。大众文化是一种司空见

惯的文化形式，在满足大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大众文化主要是围绕消费展开的，

更多地与休闲娱乐和个人意志的张扬相关联，具有

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娱乐化的精神实质、通俗化的表

现形式。大众文化发展一旦失去自我约束和必要制

约，很容易坠入“怎么都行”“跟着感觉走”的境地，诱

发社会生活文化价值的失范，并对主导文化、精英文

化等文化形式带来一定的挤压和威胁。与此同时，

公共文化地带的式微，人们对“私域世界”的追求、对

娱乐功能的迷恋成为常态，一些地方文化建设甚至

出现“逆流”，以“三俗”为表征的文化形式裹挟而来，

造成对健康文化价值的冲击，危及基层社会的文化

秩序和价值认同，以及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文化整

合。公共文化地带的式微引发基层社会公共意识、

公共舆论、公共道德的弱化甚至异化，民众生活日渐

世俗化、自利化、疏离化，基层社会的“公共性”正在

消解。

文化的多样性必然带来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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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而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会使某些文化形式强势

成长为“脱缰的野马”，极易使其携带的极端化的文

化价值观和生活样式扩散为全社会竞相追逐的对

象，使人的文化生活陷入肤浅、单调、庸俗。文化具

有广泛而深刻的价值影响力，文化发展如无秩序规

约，就会造成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商业文化、快餐文

化大行其道，人们就会热衷于日常娱乐和感官刺激，

造成人类情感的技术化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泛滥，

侵蚀人之为人的品性和特质，以及人的反思精神、批

判意识和鉴别能力。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文化系

统生发出应有的秩序，使各种文化形态都能存在下

去并相互制约，避免对彼此的生存空间和功能边界

形成“僭越”。文化系统内的诸多文化形态必须保持

自律和克制，必须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达成动态均

衡，从而使文化系统处于协调性、确定性和连续性的

状态，形成一套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规范体系，建构起

一种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文化秩序。重建

一种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的秩序何以可能？这需要我

们明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理性认识各

种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将文化系统的诸多文化

变成相互有意义的整体性关系，使各种文化形态各

在其位、相互促进、有序发展，共同服膺于国民生活

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寄托。

(三)权益保障下的公民文化权利与文化需要

当今社会，权利已发展成为思考、评价一切社会

问题的重要标尺。全球范围内人权运动的深化，使

人权观念得以拓展和深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进入

人权的结构，成为与“自然权利”并存的“社会权

利”。社会经济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国家应积极

作为。在权利意识上，文化权利的觉醒相对较晚。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召

开，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把广义的文化问题纳入经

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一项权利

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观念和制度的存在，意味着一种

文明秩序的存在”。全球范围文化权利的勃兴，使

保障文化权利、文化利益成为国家的一种道德义

务，成为正义的国家行为的重要标志。我国宪法明

确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宪法除了对公民

享有的自由权利、政治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外，也

对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

现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国家义务是相伴随而存在

的。在一定意义上，公民的权利构成国家的义务。

宪法对公民社会权利的确认，表明国家允诺对其实

现承担保障义务。

权利在深层意义上，是一种基于人性关怀的信

仰，是对生存的一种理想、一种盼望，包含着“人应该

是什么”的思考。人类尽管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

样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但是，文化多样性并不

排斥文化权利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体现在：一是

文化权利价值的普遍性。任何国家对文化权利的尊

重都应当与“普遍的善”(诸如德性、幸福与正义)相联

系；二是文化权利主体的普遍性。任何人都不应

当被任意排除在权利享有的范围之外，除非他自

愿放弃对权利的主张；三是文化权利内容的广泛

性。文化权利不是单项权利，而是逻辑自洽的一

组“权利束”，包括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

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以及对个人进

行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

享受的保护权。文化权利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权

利，涉及公民文化生活上的底线公平，要求政府予

以积极保障，自觉承担“最终给付担保责任”。确

认政府对公民文化权利保障，不仅是公民权利理

论逻辑的应然表达，而且是政府担负“生存照顾之

责任”的必然选择。

文化权利的勃兴，是与社会文化需要紧密相联

的。文化生活是人的一种内在的普遍需要，社会生

产力发展推动着文明的演进，文化需要也因此获得

了新的内容和形式。需要层次论揭示了人的需要的

多样性和发展性，指出人的需要总体上遵循“剥夺-
主宰”和“满足-激活”的规律。当人的基本生活得到

满足后，精神文化需要就成为主导性的需要。从国

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超过 3000美元

后，国民的消费结构会从物质消费偏重逐渐转向物

质与精神消费并重。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4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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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超高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

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7.7万亿美元，人均GDP
突破1.2万美元。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消

费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文化需求得到快速释放，文化

消费呈现出内容丰富化、形式多样化的态势。大众

已经不满足于听广播、看电视、读书看报等文化形

式，文化娱乐、教育、体育健身、文化创意、旅游观光、

文化体验等成为文化生活的热点。随着大众文化意

识的增强，内容创造、科技赋能、业态融合、模式创新

成为驱动文化发展的新支点，文化需求和消费持续

升级，以追求参与、互动、体验、共享为特征的精神文

化方式成为新的期待。面对社会发展蕴含的文化期

许，文化系统应予以积极回应。

三、“公共文化”治理面向的行动逻辑

(一)文化自觉的战略意识

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文化发展必然与历史进程

中的特定阶段相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我国确立了以意识

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战略，社会文化生活围绕着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政治信仰展开，社会文化生活

呈现出单一性和同质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确立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两个文明

一起抓的战略思维，文化政策逐渐转向对文化事业

发展的规范调控、对大众日常文化生活的价值引

导。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较以往任

何时期更加重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和政府以更加高

远、宽广的视野审视文化发展问题，除了意识形态安

全、文化主权拱卫外，文化需求、文化权益、文化生产

力成为文化战略的重要关切。

文化自觉反映的是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

视和科学认知。文化自觉，是相对于文化自发而言

的，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

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

识”。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又是一种文化

价值观，也是一种文化实践论。在认识论上，文化自

觉是人作为认识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思维和方法而达

到对文化(认识客体)的一种认知性把握；在价值论

上，文化自觉是人的一种价值建构和价值追求；在本

体论上，文化自觉通常是对人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

自觉。讨论文化自觉，不能脱离国家战略方位和文

化发展方向。新时代的文化自觉，要求全社会——

特别是党和政府，要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建设方

向有清晰的把握，确立自立、自省、自强的文化发展

观念，担负起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文化强国的时

代使命。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指出，“如果在道德、美

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

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文化是在长期的延绵不断的

建设中发展和进步的。人民是文化发展的建设者、

创造者和传承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

人民大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而形成的。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唤醒人民的自觉

意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

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承认人民群众在文化建

设中的目标主体、创造主体、享有主体地位。坚持人

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要始终恪守任何高品位的

文化艺术作品其实都源自于人民群众鲜活的现实生

活中的信念，保持积极开放、虚心融合的文化吸收心

态，实现在文化表现上的主体性、开放性、兼容性和

批判性的统一。

承认人民群众文化主体地位，文化建设既要突

出文化的人民性，也需要坚守文化的先进性。坚持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党和政府对人民群

众文化活动进行“目标引领”是必要的，也是必须

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制定和坚持的“双

百”“二为”“三贴近”的方针政策，对巩固人民群众的

文化主体地位，预防人民群众文化劳动的异化具有

现实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优秀文

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

作都为了人民。”尊重人民群众文化主体地位，需要

文化精英深入民间创作文艺精品，确保先进文化对

大众文化的引领和“反哺”。文化战线上的广大文艺

工作者和人民艺术家深入并根植于人民群众文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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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生活之中，真心实意地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

动给予悉心指导和诚挚关怀，保证了文化生活的精

神内涵和水准。

一个健康的文化主体必然能自知其所创造文化

的基本走向和价值所在，从而目标明确、思路清晰、

自觉自为地开展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公共文化建

设，不能割裂历史传统，不能脱离时代主题。公共文

化既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更需要当代主流文

化的引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性

表述，滋养着公共文化的精神根脉和人文价值；当

代主流文化的生活化和通俗化，引领着公共文化

的正确方向和历史任务。公共文化治理，要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注重政

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公共文化治理追求文化主体

的普遍性和参与性，追求文化生活的导向性和丰

富性。随着文化主体的自觉参与和自主创造，公

共文化空间和公共场域得以形成和扩展，大众的

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公共责任在文明健康的文化

生活中会塑造起来，崇德向善、明礼知耻的伦理新

秩序得以构建。

(二)文化生态的战略面向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

然生态，也离不开文化生态。良好的自然生态为人

的发展提供着可持续利用的资源，维系着人与自然

之间的和谐关系；良好的文化生态则包涵着丰富的、

多样化的文化形式，为人的发展提供着深刻的文化

意义和社会价值，对于人性的塑造、人格的形成、素

养的提升，以及民族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形成，都具有

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可以说，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

破坏自身的文化生态，割断与历史文化的联系，淡漠

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弘扬，破坏文化形式的多

样性，则注定自身将逐渐走向衰落，将失去在全球多

元文化格局中应有的位置。

这里的文化生态，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它

指称的不是“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生

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对自然生态概念中

生态学方法的借用，是对现实社会中文化多样性的

生态学考察，用以表示文化系统中多样文化形式

之间的关联结构。文化生态是关于文化性质、存

在状态的一个概念，意指文化系统中的各种具体

文化形式之间的结构形态与交互作用。文化生

态是一个多维、动态的概念。传统文化、现代文化

与当代文化之间是历时性的生态关联，体现的是

文化生态意义上的遗传性变迁；而同一时期不同

文化形式——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

是共时性的生态关联，体现的是文化生态意义上的

竞争性共存。

社会文化系统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形成了主

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并存格局。主导文化

是建立在国家权威之上的，是具有正统意识形态色

彩的文化形式，它旨在促进政治合法性和国家文化

认同。主导文化因其具有凝聚、评价、选择、导向、延

续等功能而决定着文化生态的发展方向。精英文化

是知识精英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旨在表达他们

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精英文化代表

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神水准，其内涵的价值

观对于社会具有长久的影响力，具有主体创造、规范

引导、社会教化、批判现实等功能，发挥着主流文化

与大众文化关联的纽带作用。大众文化是通过大众

传媒传播的，注重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大众文化

是随着工业经济快速崛起的，成为普通百姓最重要

的精神生活需求，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和渗透

性。虽然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有各自不同

的基调，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同发

展的。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需要不同文化间的良

性互动。

强调“文化生态”的平衡，就是要正视主导文化、

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竞争性共存，在“弘扬主旋律”

的前提下“提倡多样化”。在推动文化发展中，应注

意它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动态平衡，既要注重发挥

先进文化引领文化方向、建构文化-意识形态的作

用，以主导文化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为大众提

供精神食粮；又要以精英文化的思想指导、学术修养

来提升大众文化，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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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以大众文化扎根民间、贴近生活、易于传播的特

征，满足大众日常文化生活，并为主导文化和精英文

化提供素材、养料和动力。在文化发展“二水分流”

格局下，文化建设既要实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均衡发

展，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又要引导经营性文化

产业合理布局，培育文化市场和文化业态，使二者良

性互动、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形成互促共赢的发展

格局。

公共文化是面向大众的，承担着文化价值引领

与文化需求满足的功能。公共文化治理必须对现实

的社会文化生态做出回应，重新发掘公共文化对深

层意义的检讨和公共价值的建构，明确文化建设的

正确方向和价值诉求，避免使文化建设蜕变为日益

感性化、娱乐化和平面化的文化形式。公共文化在

价值取向上具有核心价值引领、公共需求导向的诉

求，使其通过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传播先进文化，营

造良好的文化生态。展开来说，“核心价值引领”体

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文化建设；“公共需求导

向”体现为公共文化服务以保障文化民生、促进文化

公平为宗旨，致力于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可

以说，公共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公共性，

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交

流互动的纽带和桥梁，发挥着传播先进文化、保障文

化权益、建构文化秩序的作用。

(三)文化认同的战略使命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全方位、深

层次地展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在促进文

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同时，也对国家文化安全和文

化主权带来威胁。在世界范围的文化较量中，中国

要居安思危，警惕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入侵。就此

而言，建设民族文化精神结构和文化根性谱系，建

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和文化栖居方式，是国家

治理不可易移的目标。公共文化作为全社会共建

共享、具有价值导向性的文化形态，促进国家文化

整合和文化认同建构是其深层的治理任务。要努

力凝聚全社会对民族复兴和文化强国的理想信

念，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建构并传播中

华文化价值观，深刻认识和把握文化治理的底层

逻辑和战略使命。

认同回答的是“我们是谁”的问题，本质上是意

义的建构过程。在心理学上，认同是指“个体或群

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表达的是人的心

理过程的一种结果。哈贝马斯认为，认同是产生于

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和交往理性，是彼此之间的接受

和认可。亨廷顿认为，不同的人群“用祖先、宗教、

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用于区

分“自我”与“他者”。在政治国家层面，凝结认同是

至关重要的，它“关乎思想观念、价值认知、意识形态

等因素的判断和选择”，因而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

会稳定。“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伴

随着文化的习得、传承和创造。文化“作为一套行为

系统，其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

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作为文化的主体，人只有

认同他所归属的共同体文化，认同共同体奉行的价

值观，才能融入共同体并获得成员身份。

现代民族国家无不致力于认同建构，包括国家

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在诸多的

认同形式中，文化认同是最原初亦是最深层的认同，

它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凝聚民

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霍布斯鲍姆说：“基于文化认

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是国家开展行动的价值基

础”。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文化认同是政治

认同的根基。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

文化竞争和意识形态博弈此起彼伏，欧美国家借助

强势的文化行销模式和商业化机制，蓄意输出西

方的价值观、影视作品和生活模式，试图解构中国

人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

化带来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兴盛，积极的、消极

的，健康的、腐朽的，高雅的、庸俗的，进取的、颓废

的……各种文化伴随市场化裹挟而来，对社会价值

观和文化系统带来冲击。如果不能赓续中华文化的

根性，守卫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就会陷入文化认

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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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

的心理、意识、信仰、情感和生活方式之上的，是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价值层面的肯定性体认和归属

性凝聚，以此展现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根

性。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共同缔造

中国历史和文明的进程中，各自的文化要素相互借

鉴、彼此交融，熔铸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华文化，

形成对各民族文化的统摄和引领。在国家治理的

意义上，文化认同是国家意志的精神指引和国家建

设的价值向导，凝结着社会的价值体系，塑造着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焕发着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

力。在全球文化较量的语境下，文化认同关乎中华

民族文化根脉的守卫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

是消解西方腐朽文化侵蚀，应对文化霸权主义挤压

的凭借。

公共文化是具有价值导向性和全民共享性的文

化形态。公共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优秀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不可

或缺，它们构成公共文化创作、生产、供给、传播、享

受的原料和动力。正是这样，公共文化以丰富的内

容和多样的形态，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大众的思

想意识、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性等方面产生

着深刻的影响。通过公共文化建设，发掘并创造一

些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且民众乐于接受的文化事项，

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和栖居方式，是公共文化

治理的应然功能。这一实践取向，将强化民众对文

化价值观和文化秩序的关切和体认，加深对民族文

化谱系和精神内涵的体验和情感，使大众不至于在

日用文化、商业文化提供的感官享受中蜕变成“单

向度的人”，从而产生更高层面的文化认同感、文化

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内在地绵延中华民族的文化

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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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of "Public Culture": The Logic of Emergence and the Path of Action

Cao Aijun

Abstract：To uphold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order, it is indispensabl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e. Public culture is a cultural form that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con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has the function of flexible governance. As a mechanism of state gov⁃
ernance, "public culture" returns to its place in the temporal-spatial context of the superposi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
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ompetition at the state level, cultural order at the social leve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constitute the realistic logic of public-culture governance in re⁃
spons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governance, restor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functio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requires us to examine publ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
sciousness, cultural ec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promote public culture by following the track of safeguarding the na⁃
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maintaining the socio-cultural order and safeguarding the citizens'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
est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final goal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public culture; cultural governance; logic of emergence; strategic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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