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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刊坚持宪法原则和国家的文化方针和政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性、批判性与开放
性，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放思想，重在创新，以期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一个重要理论窗口与全
球性的文化研究成果展示平台。

　　本刊打破学科界限，汇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精英学者，沟通学术研究与实践决策两大领域
，注重宏观论析，尊重经验调查；提倡系统研究，不拘一得之见，努力代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
探索的最高水平，并力争与国际文化研究界对话。

　　本刊践行学术创新，维护学术尊严，主张学术自由，严格学术规范，反对人云亦云和自说白话的
文风，摒弃低水平重复和模仿、抄袭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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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主要成果是毛泽东文化思想，其核心是文化革命。
毛泽东认为，革命不只是夺取政权，还要改造社会锻造新人，因此文化革命如果不是比暴力革命更重
要的话至少也是同等重要。
文化革命的首先是阶级革命，就是以农民文化取代地主、资产阶级文化。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断定&ldquo;中国历来只是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
化&rdquo;，因此革命必须伴之于&ldquo;农民的文化运动&rdquo;。
中国革命必须以解放农民为主题，解放农民当然也就包括解放农民的文化，使农民文化成为中国文化
的主体。
1949年后，毛泽东发动了从批《武训传》到&ldquo;文革&rdquo;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旨在清除传统的
封建文化，特别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遗产和影响。
这一革命情绪在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达到顶点：&ldquo;在我国革命的两
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rdquo;，因此要发动&ldquo;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
命&rdquo;，&ldquo;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rdquo;文化革命的另一个方面是民族革命。
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把&ldquo;民族的&rdquo;放在首位，而民族性更多是表现在农村的
农民文化之中而不是表现在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的城市和知识分子之中，所以民族化与大众化即农民化
紧密相关，而这又与文化上的阶级革命内在相通。
他提倡民族形式，偏爱民歌，鼓励工农创作，他对城市文化的警惕，对西化知识分子的反感，反对资
产阶级文化和修正主义文化，等等，都部分地基于民族文化的立场。
文化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革命文化如何批判
继承中外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提，其主要内容是如何处理中外、古今之间的关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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