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寻根问祖德传扬

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

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

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

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就是

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和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

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迎来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昔日的苦难和辉煌，今日的挑

战和未来的风险，都只能由我们自己承担。所以，在新的时代、新的挑战面前，我们

最需要的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文化自觉，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清醒和执

著。而“主体性的迷失”，即忘记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主体，通过无视

或割断我们自己的历史，把现实的主体加以孤立和虚化，则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不

自觉”。源远流长、博大深邃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千万年生命历程的凝聚。中华文

化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其中姓氏文化就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要以历史使命

感、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和韦氏光荣感为立足点来提高文化自觉性和文化担当力。

文化担当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清醒地定位自己、把握自己，并通过科学的发展来

全面地实现自己的民族复兴。最重要的是，要把姓氏文化当着一项事业，要勇于投身

于这项事业，在实践中去观察、思考和检验姓氏文化，同时保持对自己理想与目标的

把握和执著，不泥古，不崇洋，不迷权，不媚俗，不畏强，不凌弱，不怕像谁，也不

怕不像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在新的高度上实现新的文化自立

自强。

随着国家兴旺和国力日益强盛，中国人的文化担当也越来越被国外的人们所重视。

在其他国家和民族那里，对中国人文化担当的重视，虽然含有各种不同的复杂意味，

但其主流还是期待着，重新崛起的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能够自觉地以自己的文明风

范，给这个动荡不宁的世界带来更多的进步、光明与和谐。所以，我们的文化担当既

是我们自己的事，也是世界和人类的希望。中国人一定要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这个

文化脊梁理所当然包括姓氏文化。

第一节 中央决策志意宏 文化繁荣强国梦

一、中央关于文化改革的战略目标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了到 2020 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认为只有明确了目标，才能明确

行动方向，才能激发奋斗力量。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文化建设新要求，着眼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个战略目标，立足文化改革发展全局，提出了 6 个方面的基本要

求和主要指标：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公
民素质明显提高。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根本任务，强化教育引导、增

进社会认同、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

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

思想、共同价值理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二）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精品力作不断涌现。要全面贯彻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先进文化，建设

和谐文化，激发文化创作生产活力，在增加文化产品数量的基础上全面提高文化产品

的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

（三）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要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大力发

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让文化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和贫困地区、边远地区、革命老

区和民族地区倾斜，满足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

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需求，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

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

骨干文化企业，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国家许可范围内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

资文化产业，不断壮大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使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达到 5%，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五）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以民族文化
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要

以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为重点，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在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进展，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围绕提高中华文

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积极借鉴国

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六）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要深



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方针，着力加大对年轻

人、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名家、文化大

师和各领域领军人物，培养一支宏大的、适应时代要求、富有开拓精神、善于创新创

造的文化人才队伍，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1]

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意义

党中央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牵住了牛鼻子，将对促进中国未来的发展

进步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将为中国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俗话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中国共

产党建党 90 多年来，为什么能够不断蓬勃发展，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始终重视文

化事业的发展，始终重视文化事业的精神引领和意识凝聚作用，而有了这个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才得到更多群众的认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才得到更多群众的

支持和拥护，党的各项事业才有今日之发展成就。

第二，将为中国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发展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不仅需要智慧、能力，更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精神动力。中国发展精

神动力在哪里？我们认为，应该从五千年来中华文化中来找答案，应该从中国共产党

建党 90 多年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古代的仁人志士他们为什么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不忘忧国忧民的民族发展大业？建党 90 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什么能够不怕牺牲、不

怕困难，永远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这些应该就是中国发展进步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只有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继承前人的执着奋斗精神，中华民族就一定会实现伟大的复兴。

第三，将为中国发展提供有利的舆论支持。当前的中国，已经走在和谐发展的道

路上，虽然在这条发展道路上我们依然不时遇到很多困难，看到很多问题，但我们决

不能因为遇到困难，看到问题而否定整条路线，只要 13 亿中国人团结起来，只要党和

政府始终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中国的发展就依然有希望。所以，必须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更多民众更多理解和正确认识到国家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使举国上下形成一种理性客观的发展意识，从而为中

国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舆论支持。

第四，将为中国发展发提供良好的文化条件。社会发展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

是社会财富蛋糕的不断做大，一个是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满足。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大变革、大发展、

大革新，从而产生更多、更好、更具有民族特色、脍炙人口的文化作品，而这些文化

作品的产生，必将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并在潜移默化中，使主流的声音，正义

的声音，道德的力量为更多民众所认可，所接受。而民众思想意识的提升，将会促使



和推动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格局就会迅速形成。

党中央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还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

[1]资料来源：《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人民网一《人民日报》2011 年 11 月 0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