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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执政党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程度直接关乎人民的精神命脉、国家

的灵魂气魄。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零散论述蕴含着深刻的思想逻辑：文

化落后是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深层制约；文化重要是执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应

然；文化反哺是执政党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列宁这种“文化落后—文化重

要—文化反哺”的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逻辑，对于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启示：执政党只有拥有高度的

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担负起实现文化强国的历史重任，更好地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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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作为人之血脉、国之命脉，是人之为人

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不仅是立

国之本，更是立党之基。任何执政党如果没有

文化上的积极引领，不可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也

无法凝聚民心。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文

化建设思想蕴含着“文化落后—文化重要—文

化反哺”的逻辑。这一思想逻辑对于当前中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启示意义。

　　一、落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深层

制约

　　文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相对于社

会变迁来说，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呈现出或超

前、或滞后两种样态。马克思提出的“死人抓

住活人”、邓小平提出的“小脚女人”，都旨在说

明文化发展滞后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困扰。十月

革命的胜利使俄国跨入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但

落后的文化却给执政的俄共（布）（后改为“联

共（布）”“苏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造成了羁绊。

１．普遍的“奥勃洛摩夫习气”

旧文化对俄共（布）执政效能影响最深的，

莫过于执政后列宁多次提及的“奥勃洛摩夫习

气”，它代表着小农在长期的自然经济下形成

的一种沉湎于幻想、因循守旧、懒散怠惰的人生

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们因长期生活在

特定地域，共同的生活方式会使得其性格中存

在某种文化上的共同性。列宁认为，俄国人在

文化共同性上的表征之一就是典型的“奥勃洛

摩夫习气”。早在１９０２年撰写的《俄国社会民

主党的土地纲领》中，列宁就意识到了这种旧

习气的停滞、闭塞、荒芜等弊端。１９２１年４月，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再一次提到了这种旧习，

认为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先进部队，

但它只是苏俄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无

产阶级又是全体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而脱胎

于旧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无疑在文化上是落后

的，在这样的国家可以先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

但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许多

中间环节，这背后的制约因素就是俄国文化的

落后，特别是“奥勃洛摩夫习气”的困扰。在列

宁看来，苏俄有着大片的土地，甚至可以容下几

十个文明大国，但是这些地区“到处都是宗法

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在这样

的状态下，是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在列宁看来，共产党员应该是国家最优秀、

最先进的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应该具有较高的

认识能力和觉悟水平。但随着工作重心的转

移，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列宁对

“奥勃洛摩夫习气”依附对象的分析逐渐从农

民转移到共产党员乃至国家机关各级领导人身

上。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

久，列宁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员身上缠绕着

“奥勃洛摩夫习气”。他说：“不要卖弄聪明，不

要摆共产党员的架子，不要以大话掩盖疏忽大

意、无所作为、奥勃洛摩夫习气和落后。”［１］５１０在

１９２２年召开的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

党团会议上，列宁多次提到共产党员身上存在

着“奥勃洛摩夫习气”。他说：“我们确实处于

大家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的

状态之中，应当说，这是很愚蠢的。在俄国生活

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

夫。”［２］１２这时的列宁已经意识到，“奥勃洛摩夫

习气”不仅存在于农民身上，在“具备一切无可

争辩的优点”的共产党员身上也依旧存在。为

此，他强调必须提高全党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认

知能力，毫不动摇地反对“奥勃洛摩夫习气”。

２．缺乏管理本领和不会做经济工作

俄共（布）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承担

的使命也由“夺取俄国”转到“管理俄国”。在

执政初期，列宁在总体上对工人阶级、共产党员

的文化水平持肯定态度，认为依靠广大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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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革命热情和从事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

在党的先锋队作用的引导下，落后的俄国可以

生机勃勃地建设社会主义。但随着“新经济政

策”的全面实施，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经济成分

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增多，对俄共（布）的执

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即要求共产党员必须

具有较高的管理本领，会做经济工作，但当时的

多数共产党员却没有这种本领。１９２１年 １０

月，列宁在有关报告中指出，苏俄实行“新经济

政策”意味着党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即资本

家将同共产党员一起工作，这就产生了共产党

员能否更好地为自己工作的问题。对此，列宁

强调共产党员要尽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背后

的逻辑思考是他深刻认识到文化的先进与否对

苏维埃政权的存亡至关重要。１９２２年，列宁在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献中对

共产党员因文化落后而不会经营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他说：“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

我们不会经营。这是基本的教训。如果我们不

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

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

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２］８３这里，列宁将

共产党员是否会经营与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

联系在一起，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共产党

员的文化落后。为此，他强调所有人都要清楚地

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

３．拖拉、贪污、官僚的腐败行为严重

俄共（布）执政初期，列宁认为革命已将旧

国家机器彻底打碎，旧的工作作风也将随之销

声匿迹，不会在新社会中出现。但在俄共（布）

执政后不久，拖拉作风、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

旧机关的坏作风沉渣泛起。究其原因，在他看

来，一是因为新机关是从旧机关继承下来的，很

大程度上仍是旧机关的残余。在俄共（布）八

大的文献中，他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沙皇

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把他们

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

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

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

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

育任务。”［３］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他再次

批评国家机关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苏俄的

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

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

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

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２］３７７。列宁的意思是说，

俄国的政治革命将旧官僚制度和旧官僚清除

了，但由于党自身的文化落后，不能很好地实行

领导和管理，被迫启用了旧官僚，因此旧官僚

“又从窗口飞进来”了。所以说，新国家机关只

是在旧机关的基础上“稍微粉饰了一下”，本质

上体现的还是旧机关的作风。二是由于人民群

众甚至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低，法律观念淡薄，

不能正确运用法律去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列宁

对此有深刻的体悟，他说：“不仅农民不会利

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

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

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

争。”［１］２０７在这里，列宁指出了俄国是一个民众

普遍没有法律意识的国家，就连作为先锋队员

的共产党员也没有受过充分的法学教育。为了

能够抵制地方由于受“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

野蛮人的习惯”影响而对权力的过度崇拜，列

宁提出：“使党建立起一个不大的中央领导机

构，能够实际地抵制地方影响，地方的和其他一

切的官僚主义，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

实行法制。”［２］２０１在他看来，如果不建立全联邦统

一的法制，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文明。在共产党执

政的条件下，法制和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来自于

共产党内部。因此，千方百计地清除党内权力崇

拜、官僚主义等弊病，通过文化训练建立更高程

度的法制和文明是列宁孜孜追求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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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列宁对上述党内存在的病症进

行了深刻的病理分析。在他思想深处，特别是

在其晚年的最后思考中，直接切中了给执政党

带来危险的要害———文化落后和文化贫困，并

指出其根源在于文化血脉中流淌的“奥勃洛摩

夫习气”，具体表现为作为先锋队员的共产党

员缺乏管理本领、不会做经济工作，以及拖拉作

风、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

　　二、重要：执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

应然

　　列宁在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中，不仅逐渐认识到文化落后给党有效执政带来

的深层制约，而且从价值层面意识到文化建设对

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作用。如果说“落后”构

成了有效执政的深层文化制约，那么“重要”则

构成了科学执政的文化历史应然。即是说，执政

党要执政、执好政，必须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

１．提高文化水平是带领人民前进的要求

党的执政绩效归根到底体现在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改善上，而欲想实现这一执政使命，增

强执政本领、带领人民前进是执政党的不二选

择。但从旧文化“娘胎”中生出来的俄共（布）

在执政后，手中不乏有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唯

独缺乏的是文化力量。在１９１８年俄共（布）领

导苏俄尝试实施第一次工作重心转变时，列宁

明确提出执政党要“学会工作”。他指出，随着

全部权力的转移，党肩负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

来，因此党的领导干部要相应地转变思维方式。

１９２１年，列宁在有关讲话中指出，要避免“宣

言、声明、布告和法令”等的空谈，要用实际行

动来向人民证明党能带领他们前进，不然就连

最普通的工人都要取笑执政党。他说：“现在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

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我们应当

做的正是这件工作。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

任务之一。”［１］２０５－２０６这里列宁强调要通过文化

任务的解决来消化政治变革，因为在政治变革

初期，党只有对人民群众许下了承诺，人民才会

跟着党一起前进。但在取得政权后，作为执政

党，如果不能够及时兑现承诺，那么人民就会说

“滚你的吧！”“那就走开吧！”（列宁语）。１９２２

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中说：“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

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

不够，本领不大。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

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

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

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２］１３７这是列宁最

后一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针对“敌人”喋喋不

休地指责俄共（布）在衰老，党的头脑和整个机

体在丧失灵活性的批评所进行的回应。在他看

来，国际国内的形势逼迫着党必须率领人民前

进，而党要承担起如此重任就必须获得文化。

列宁上述的论述强调的是，执政后的共产党要

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以实际行动带领人民前

进，否则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２．提高文化水平是治疗官僚主义的良药

俄共（布）通过急剧革命的方式取得了执

政地位。在执政过程中，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认

识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执政初期，列宁认为，

无产阶级政权体现为人民当家做主，彻底铲除

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奥吉亚斯的牛圈”，并把

它打扫得干干净净。１９１８年４月，俄共（布）第

一次提出工作重心转移时，列宁只是零星提及

到官僚主义，并且认为只要苏维埃同人民相联

系，采取多种多样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就能铲

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到了１９２１年，列宁对官僚

主义的认识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论粮食税》

中，回顾了党对官僚主义认识的变化。他指出，

在１９１８年５月５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党的

注意，党也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又过了一年，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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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已经充分认

识到官僚主义的复活，并在党纲中直率地提出

要同这种祸害作斗争；又过了两年，党对官僚主

义“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

了”［４］。他还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各部

门’的官僚主义臭泥潭里。”［１］４０４“共产党员成

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

掉的话，那就是这个。”［５］官僚主义显然已成为

共产党身上的“脓疮”，列宁从经济、政治、文化

三个方面为它进行了深度的病理分析。在他看

来，这三者都是造成官僚主义复活的原因，但经

济、政治属于显性的，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改革政

治制度来纠正，是比较好的“治疗方案”，而文

化则是隐性的，需要长时间的教育、引导才能有

所提高，但是文化是“治根的”。正如列宁所

言：“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

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

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

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１］２０８列宁为

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开出的“药方”可谓是管

长远、管根本的，只有作为先锋队的执政党文化

水平和素质不断提高，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的

危害，才能摆脱其对自身肌体的腐蚀。

３．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是改

善国家机关的必需

列宁认为，苏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没

有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应有的文化素养，表

现出“令人厌恶”“非常可悲”的情况。１９２２年

３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一

个摆在党面前的文化难题。他指出，我们的力

量是什么，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和经济力

量都足够了，“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

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

化”［２］９７。同年１０月，他又指出，虽然资本主义

各国有疯狂的竞争、千百万人失业，但同它们相

比，苏俄必须不愉快地承认自身的文化水平低、

生产力不发达、工作本领差。对此，列宁强调要

花大力气、切切实实地改善国家机关，而不是写

几篇文章或者在文牍的汪洋大海中游荡。他

说：“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

机关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不是就个别人，

而是就整个机关而言———更高的文化水

平。”［２］２５２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列宁在有关讲话提纲

中列出了苏俄国家机关的文化“糟透了”的情

况。他写道：“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

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问题正在于整个文化，

而提高文化需要好多年。”［２］３２９在他看来，苏维埃

的国家机关以“令人眩晕”的速度从沙皇制度转

变过来，对旧制度中存在的精华与糟粕没有进行

认真的辨别，只是匆忙地接过来。鉴于此，列宁

在考虑国家机关改革的措施中，突出强调提高文

化水平的重要性。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一文中就指出，党和国家机关内有知识、有文化

的人少得可笑，为此，“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

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

习”［２］３８４。在这里，列宁强调国家机关的革新要

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使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骨

肉，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才能算作是已达到的

成就。这里蕴含的深意就是：要提高党和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素养，因为只有文化才

是存在并支撑人之生命的“血肉”。

　　三、反哺：执政党文化建设的目标

指向

　　列宁认识到俄共（布）执政所面临的文化

制约并非意味着他陷入了“文化宿命论”的旋

涡。在他看来，正确认识到文化制约给执政党带

来的危险就是执政党继续前进的力量所在。同

时，他虽提出了“文化革命”“文化主义”等独特

概念，但他并没有走入“文化万能论”的象牙塔，

而是强调通过执政党的文化建设来反哺经济建

设、政治变革，通过系统协调发展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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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化建设与政治变革戚戚相关

十月革命作为一场政治变革取得的伟大胜

利，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辟了广

阔的道路。胜利初期，列宁在《怎样组织竞

赛？》一文中就指出，革命不可能立即在世代都

处于贫穷落后、受压迫的千百万农民和工人身

上培养出能够识字、有组织能力等这些品质，

“但是，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

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破

除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

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６］。后来，列宁在

和蔡特金的谈话中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

说：“红十月为最大规模的文化革命开辟了宽

广的道路；在已开始的经济革命的基础上，正在

实现文化革命，二者经常互为作用。”［７］这里，

列宁揭示了政治变革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即政治变革为文化革命开辟了道路，文化革命

要清偿政治变革欠下的“债务”。１９２３年１月，

在《论合作社》中，列宁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他说：“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

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

先导。”［２］３７２在第二国际的所谓理论家和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看来，俄国革命偏离了社会发展的

一般规律，必然会给国家文化带来灾难。而在

列宁看来，他们根本不懂革命的辩证法，即政治

变革与文化革命可以互为前提，在实现了政治

变革后，要用文化建设来消化政治变革的成果，

偿还其留下的“文化债”。

２．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任何一种新型文明的

诞生、成长、成熟无不与经济密切关联，都是经

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列宁在革命活动早

期，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文化时，就已经注意到

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在执

政过程中，他也强调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

１９２０年２月，列宁在全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讲

话中指出，党的文化工作，包括宣传工作、教育

工作等，应当同农民最直接、最迫切的需要衔接

起来，这样就能使文化不脱离经济。列宁还指

出，要尽快抛弃掉已过时和错误的文化建设方

法，特别是党内激进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

的通过“实验室道路”创造“纯无产阶级文化”

的谬论，这种方法如同“孩童时期的幼稚病”，

必须尽快根治。在列宁看来，文化工作只有

“紧紧地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

会把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需要

联系在一起，结果，我们就能使工人群众对教育

的需要增长百倍”［８］。随着实践的发展，列宁

进一步认识到，文化贫困对“新经济政策”的实

施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他说：“着手执行的任

务之巨大同物质、文化之贫乏这两者极不协

调。”［２］６７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再次阐述了文

化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合作社是引导农民

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广大农民

由于没有文化，不能正确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

为此，他强调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来促进

合作社发展，“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

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

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２］３６８。可以看出，

列宁在其执政晚年更多地强调了文化对经济的

反哺作用。

３．文化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列宁认为，开展文化革命的目标指向，是要

俄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看来，文

化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没有文化

革命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就是空谈。１９２２年

３月，列宁在有关信件中提出：“新经济政策在

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

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

先锋队的文化力量。”［２］６７在《论合作社》中，列

宁说：“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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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

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

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

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

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

困难的。”［２］３７２这段话包含四层含义：一是文化

革命是苏俄成为完全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决条

件；二是文化革命不仅是指精神文化层面，还包

括物质文化层面；三是文化革命与自身内涵的

两个要素（文化要素、物质要求）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即物质基础的丰富有助于人们文化水平

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物质基础的丰富；

四是完成这些任务对于执政的俄共（布）来说

都是非常艰巨的。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建设、政治变革、

经济发展是内在于社会主义有机体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相对于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而言，

文化建设则更具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

性，它的最终成效关系着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

成败。鉴于此，列宁强调要通过文化革命来提

高全党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反哺苏俄政治变革

与经济发展，最终目标指向是建成社会主义。

　　四、当代启示

　　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对于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１．以自觉为前提
自觉是有意识的主体对自身存在状况的前

提性认识，这种前提性认识是主体实现自我解

放与自我发展的一种前瞻性反思，即发挥“自

知之明”的作用。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过

程中，逐渐认识到文化建设对建成社会主义的

重要性，毫不避讳地直言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中存在着严重的旧习气，没有管理的本领，不会

做经济工作。同时，列宁指出，由于文化落后，

致使党内拖拉作风、官僚主义等腐败行为不断

滋生。这些思想启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对自

身的文化状况有清醒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的大会上指出，要
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增强党的

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关键在于党自身的

建设，而要担负起党的伟大任务需要高素质的

干部。因此，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快知

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

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

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９］４５习近平总书记

在这里提出的“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

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表明

在党的领导干部中还存在文化水平跟不上时代

变化的现象。他还说：“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

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

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

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１０］这些论

述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状况存

在不足的觉醒。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

要增强紧迫感、使命感，使党能够在深刻变化的

国际国内形势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２．以自信为根基
自信是发自于内心的自我肯定与相信，但

有自信决不意味着成功，更不等于自傲和自负。

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过程中，意识到了党

所面临的文化制约，但这决不意味着他陷入了

“文化宿命论”的旋涡。在他看来，认识到文化

制约给执政党带来的危险恰恰是党继续前进的

力量所在，文化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执政党克

服官僚主义，改善国家机关状况，更好地带领人

民前进。这些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增强

文化自信具有镜鉴意义。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有关讲话中提出“不忘初心”就

是要坚持“四个自信”。他说：“当今世界，要说

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

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

有理由自信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９］３６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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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四个自信”，并

明确提出“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

其旨趣是要强调文化建设对于我们党长期有效

执政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

以最有理由自信，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源于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源于

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３．以自强为担当
自强是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基因，是中国人

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列宁在领

导俄共（布）执政过程中，强调文化建设、政治

改革、经济发展是内在于社会主义有机体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完全社

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些思想启示当代中国共

产党人要勇于肩负起文化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重任，为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做出文化上的

贡献。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
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专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学习时的讲话中

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１０］２０１６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
时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知

识。”［１１］这里的“依靠知识”从广义上来说就是

依靠文化，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化

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９］３３９。

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化是力量、文化

软实力关系“中国梦”的实现，都是在强调共产

党人要有自强的担当精神，让文化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丰富完善发展增砖添瓦。

总之，文化是人独有的生命元素，没有文化

的浸润和滋养，人的本质就难以凸显。执政党

建设更是如此，迫切需要文化的力量。从历史、

时代、实践、执政的要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化建设的相关论述可见，明确文化自觉、坚

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

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文化思想逻辑。这一逻辑的时代背

景虽与列宁所处的历史、时代、实践、执政等背

景有别，但其思想精髓是一致的，即执政党必须

对本国的文化要有“明确自觉、坚定自信、实现

自强”的逻辑认知。执政党只有拥有高度的文

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担负起实现文化

强国的历史重任，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

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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