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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用 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和价值观念。一切文化产品都

必然通过它的思想内容、科技含量审美情趣、风格式样等负

载一定的价值取向，传输一定的价值观念。由于人们地位和

利益等差别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从来是多层次、多

样化、也包括多元化的。在多层、多样、多元的价值观念中

，与阶级利益和国家政治相联系、因而地位和作用都比较特

殊的那部分，被叫做“意识形态”。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总是

多元的，而一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却只能是一元的，不能

是多元的，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开放

文化市场，让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听凭消费者选择，就可能导

致多元价值观淹没主导价值观，落后文化冲击先进文化，我

们就难以贯彻正确导向，西方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就有

了可乘之机，等等。由此对文化走向市场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就是所谓的“思想僵化情结”或“意识形态误区”。 不难

看出这一误区的要害，在于它表现出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

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不自信。从理论彻底性和信念坚定性的角

度看，这里涉及两个带根本性的前提：第一，我们的意识形

态是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还是来自大众之外、仅仅由少

数人掌握的?第二，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不是科学的、先进的，

因此经得起实践和历史考验，不怕面对多层、多样、多元化

竞争的。如果这两条都明确而且肯定，坚信我们的意识形态

越是面向群众就越会被群众理解和接受，越是面向实际就越



能显示它的威力，那么就没有理由害怕和反对文化进入市场

，而是自觉地积极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定地推

进文化体制的改革。相反，那种过分的意识形态自我压抑、

自我封闭，只能说是暗含着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对我们自

己的意识形态的不自信，这正是僵化观念导致思路单一的结

果。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在全世界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围攻中成长和发展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越是和实际相结合，越是面

向实际并被群众所掌握，就越是有生命力。在意识形态问题

上不相信人民群众，其实也是“精英文化情结”的一个延伸

。它导致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也使得我们对许多

问题的处理方法变得简单、保守，越来越脱离群众，脱离实

际，脱离生活，缺乏效率。因此我们也要反思，对传统意识

形态中那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落后的，或是狭隘僵化、

导致“三脱离”的东西，要予以纠正。坚信我们的主导意识

形态是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

展的，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不会成为拒绝文化体制改革的理由

，而是成为积极探索改革创新的精神动力和指针。 我们党的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意

识形态。其中最根本的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并且要充分尊

重、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归

结到一点，就是要充分保证和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这

就要把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要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不承认

文化需要的多层次，企图用封堵的办法去统一、“纯洁化”

，结果是使许多正路不通，邪路反而有市场。我们应该用开

放的、多样化的积极态度去组织和引导，我们意识形态的亲



和面就大，团结力、凝聚力就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成效就会

好得多。 总之，文化有它的逻辑，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思想内

容，如果没有思想内容的开放和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是不可

能进行下去的。当然，开放不是放任自流，如何在多样化的

市场环境中把握好意识形态导向，也许正是要通过体制改革

和创新来解决的重大的课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