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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以及它对经济、政治和社
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巨大能
动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
来越突出。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把文化与综合国力紧密联系起来，高度评价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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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提出了“
文化软实力”新观念。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发展新趋势的新判断和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概括和新发展。
　　一文化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并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发展　　对文化力本质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文
化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和重大理论贡献。
经典作家对文化力的论述，至今依然是我们认识文化力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过程，所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
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把文化的力量归结为人的能力。
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评黑格尔把文化的力量归结为神秘的世界精神时，明确地把
文化的力量归结为“人的本质力量”，强调文化活动是人的自觉创造活动，是既“化物”又“化人”
的双化过程。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人的这种文化特性不是纯粹的精
神运动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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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国庆先生是江西省文化厅领导，在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赣文化研究都有独到的思考
与心得。
《文化探步》收录了作者近年来部分关于文化建设、文物保护利用与赣文化研究三方面内容的一些思
考和心得。
是文化领域的领导和爱好者必备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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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文化力（代序）第一编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社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新
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创业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文化消费需求与文化经济的发展历史文化名人
的魅力与文化产业的潜力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第二编城市化进程中的文物保护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文物资源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红色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
保护与民生工程文物保护与水环境治理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思想解放与观念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
系的构建继承与发展——“十五”期间江西文物工作回眸开拓与创新——“十一五”江西文物工作献
辞第三编赣文化与赣文化研究赣文化研究中的“客家”认知赣文化的“儒化”特征及其对江西历史发
展的影响赣文化视阈中的江西历史发展进程赣文化体系中江西佛道与基督教的发展赣文化民俗中的麻
姑传说与民间信仰赣文化视野下的明清江西民居赣文化遗产中的江西出土瓷器赣风悠远鄱韵流长——
赣人文史著述序言四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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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推进创业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创业文化首先表现为思想价值观念
，因此，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树立适应“入市”与“人世”
发展要求的文化精神，破除小农意识、官本位意识、计划经济意识，在创业文化建设中把市场观念、
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发展理念和创新精神变成人们思维中一种内在的东西，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
进步提供精神动力。
要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坚持在创业实践中培育和弘扬创业文化，大
胆地突破体制与观念的人为束缚，在实践中体会其内涵、把握其本质，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文化创
新、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及实践创新，进而激发人们的创业欲望，推动新的创业实践。
　　2.继承传统，学习先进，是推进创业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　　中国人民在千百年繁衍、生活劳作
、文化创作中形成了广博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其中精华，我们必须继承、弘扬，对于其中糟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落后成分，我们必须摒
弃，并充实时代内涵。
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尽管文化不能一体化，但科学技术、管理科学、文学艺术等先进
文化是人类共同财富，因此，我们还必须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及经验，丰富中国时代文化
的内容。
我们要融古今中外先进文化为一体，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经验，做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文化。
如学习美国硅谷“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新文化理念；学习日本人求细节、讲实用、看市场、重效
率等先进的管理机制及管理方式等，推进创业文化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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