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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变革的深入,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显著。马克思主

义文化观作为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对文化及其社会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在文化治理和社会管理

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探讨了其在当代文化治理、意识形态管

理和文化自信建设中的应用与启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历史演变及核心要义的梳理,提出在社会

结构变迁和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文化治理应通过塑造共同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此外,

文化自信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国家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未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将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继续为文化治理创新和社会管理优化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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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social change,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As a set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Marxist cultural view deeply analyzes culture and its social functions, which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xist cultural 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appli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governance, ideological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y comb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re essence of Marxist cultural view,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ultural governance shoul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y shaping 

common values and moral nor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addi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ontributes to national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e future, Marxist cultural outlook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ult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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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代社会正面临全球化、信息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文化

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的重要

理论工具,提供了分析文化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复杂关系的深

刻视角。在当代,文化不仅仅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体现,更是推动

社会进步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力量。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对当代社会文化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与现实意义。通过对文化治理、意识形态管理及文化自信建设

的深入分析,本文旨在展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如何帮助现代社

会在复杂的全球环境中维持稳定、促进发展,并推动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 

1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揭示了文化的社会性、阶级性及其

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这一文化观不仅关注文化的物质基础,



项目工程 
第 2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4112(P) / 2972-4120(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 

Project Engineering 

还强调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尤其在现代社会

的发展进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1]。 

1.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强调文化

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明确指出,文化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它反映了社会

的经济结构。此后,文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列宁对文化

的进一步探讨,使文化观念不仅限于经济基础的映射,还涵盖了

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 

进入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渐扩展,

探讨了文化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强调了文化的阶级

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不仅关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还强调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推动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柱。 

1.2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核心在于其强调文化与社会经济基础

的内在联系。文化并非独立于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是经济基础的

反映和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通过文化,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得以

塑造,而这种意识形态在推动社会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文化不仅体现

了社会意识形态,还常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反映统治阶级的

利益。无产阶级文化观的形成及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

正是历史社会变革的内在驱动力之一。这一观点为理解当代社

会文化矛盾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2]。 

1.3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其他文化理论的比较 

与自由主义文化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更强调文化

与经济、阶级之间的联系,认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

结构的制约。自由主义理论则倾向于将文化看作是一个相对独

立的领域,强调文化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与文化主义理论的比较,则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深

度。文化主义更注重文化现象本身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则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关注文化如何作为社会阶级斗争的

工具,推动历史进程。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提供了对文化现

象更为系统的解释框架,突出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当代社会发展的适用性分析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理论指导,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的适用性。它不仅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还为当

代价值观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文化

在社会变革中的推动作用、当代价值观建设的启示及文化发展

的应用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展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当代

社会的指导意义。 

2.1文化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始终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连,并

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代社会,随着科技进步和生

产力的发展,文化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文

化观强调,文化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还是社会变革的工

具。它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认知,推动人们对现有

社会秩序的反思和改造,从而推动历史进步。 

当代社会的诸多变革,如信息化进程、全球化发展以及社会

结构的调整,都受到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通过对社会文化的改

造和更新,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变革。马克

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解和引导当代社会文化变革提供了理论框架,

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3]。 

2.2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当代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当代社会面临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

文化观为价值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强调,

价值观的形成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建设具有

时代特征的价值观体系,必须从社会的实际需求出发,结合生产

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在当代价值观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启示我们必须注

重社会价值的内在性与阶级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需要通过对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引导,促进全社会共同价值

认同的形成。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也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重

要性,提醒我们在推进价值观建设过程中,既要坚持社会发展

中的先进文化,又要对腐朽和落后的文化现象进行有效的抵制

和批判[4]。 

2.3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应用 

在当代文化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应用表现为

对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它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和阶级属性,

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表现,更是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

的反映。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文化不仅是国家竞争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创新以及文化政策制定等方面,马克

思主义文化观提供了理论指导。它强调文化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主张文化生产要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需求相适应。通过

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创新能力,推动文化自信的构建,能够有

效促进社会的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

化观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价值体系,并推动文化在全球化进

程中的积极作用。 

3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当代文化治理与社会管理的

启示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当代文化治理和社会管理提供了系统

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尤其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背

景下,文化治理作为国家社会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

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也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治理效果。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核心观点对当代文化治理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通过对文化的阶级性、历史性、社会性等多维度的分析,揭示

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以及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为当代

文化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3.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文化治理中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文化既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又充当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桥梁。在这一框架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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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不应仅限于对文化产品的管理和文化传播的控制,更应聚

焦于文化的社会功能以及它在推动社会整体发展的作用。马克

思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具有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共同价值观和

道德规范的独特作用,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文化治理具有特殊

的意义。 

在当代文化治理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指导要求我

们关注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与和谐方面的潜力。文化治理的任务不仅仅是管理文化产品

的生产和流通,更是通过文化的引导作用,在社会层面上实现对

人们思想观念的引导与塑造,进而推动社会结构的优化与社会

关系的和谐。具体而言,文化治理应当聚焦于社会价值观的引

导、公共道德的培养以及共同社会认知的塑造,使文化成为社会

稳定与发展的动力源泉。 

3.2文化治理中的意识形态管理 

意识形态管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文化治理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明确指出,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现实

的反映,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信息

化、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意识形态的管理尤为重要,其

不仅影响社会舆论、公共认知和文化价值的传播,还可能影响社

会稳定性和文化认同感的构建[5]。 

意识形态的有效管理能够在多个层面上对文化治理产生积

极影响。首先,它有助于主流文化的规范化与稳定性,避免文化

异化与社会分裂。其次,通过对潜在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

有效控制,能够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建立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减少

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化。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治理应注重塑造公

共话语权,强化社会共同体意识,以保障社会各阶层间的文化融

合与认同,从而形成稳固的社会共识。 

3.3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文化自信建设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当代文化自信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文化自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是社会文化繁荣与发

展的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出,文化自信的根本来源在

于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认知及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高度

认同。它要求我们既要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又要在现代化进

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与发展。 

在当代文化治理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文化自信建设

不应仅仅依赖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应注重对现代社会需求

的回应与适应。具体来说,文化自信的建设需要通过增强民众的

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来实现,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的

凝聚力,也能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文化保障。通过不断强化文

化自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能够形成既符合

时代需求,又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生态系统,从而为社会的长远

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4 结论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当代社会文化治理与社会管理提供了

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文化治理不仅需

要对文化产品和传播的管理,更应通过引导社会成员的意识形

态、塑造共同价值观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同时,文化自信

的构建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必须通过对传统文化

的深刻认知和对现代文明的创新融合来实现。未来,在文化多样

性和社会多元化的挑战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依然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文化治理不仅要关注当前社会的文化现状,更应通过

不断创新和理论更新,适应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需求,推动社

会持续进步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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