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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文化扶贫建设的理论形成与发展,分析了文化扶贫建设的理论源流是马

克思反贫困学说,阐发了文化扶贫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养分,探讨了党中央

历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扶贫建设相关理论,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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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建设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中吸取营养,批判

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解决贫困、构建理想社会的

丰富内涵,深刻理解中国近代社会久经磨难、民生凋敝,中华灿

烂思想文化受到猛烈破坏,以及进步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

为推翻三座大山、完成两大任务而付出努力。在此基础上,党

和国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

生出历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扶贫领域的重要思想,从而表征着

文化扶贫建设的重大意义,更是当代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伟

大实践。 

1 文化扶贫建设的理论源流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第一次

提出了有关文化的理论思想。“生产力有两种,一是物质生产力,

二是精神生产力[1]。”贫困产生的根源除了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

有关之外,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露资产阶级虚伪平面的民主、财

团政治下财富分配不均、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大肆剥削与压迫

的事实,从而凸显出的劳动者贫困的真实原因。马克思曾明确指

出：“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

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
[2]。”马克思认为工人的绝对贫困是资本家掠夺工人劳动,剥削

与压迫工人,导致工人劳动创造的所有为资本家所支配,其本身

并没有分配财富的权利,导致工人付出劳动反而越来越穷的局

面。资本家由于自身掌握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其资本积累的过程

就是无产阶级贫困的过程,“不管工人的报酬的高低如何,工人

的状况必然伴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益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

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

人钉在资本上……一切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

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

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

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因此,要想摆脱贫穷,必须建立

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

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观,以人为中

心,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不断地通过自身的改造来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使人获得自由、全面的解放,从而突

显出脱离贫困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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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扶贫建设的历史源流 

新时代有着新矛盾,解决新矛盾必须始终坚持维护广大人

民群众利益。映照当代社会,要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要实现伟大复兴的

民族梦,强调新时代文化扶贫建设是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锻造出来的一种本就存在的先天良好优势,从而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化扶贫建设有着潜移默化、深远持

久的影响,“天下为公”是构建“大同”社会的理论基础,“大

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与睦[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勾勒描绘出今日“小康”社会的雏形和样本,孟子兴民利民除民

害,主张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从根本上解决民困问题。“饱食暖衣,

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民众生活有

了保证,就必须考虑对民众进行教育,否则人就会如禽兽不知礼

仪,缺乏道德修养。由此可见,早在这个时期就有了“文化扶贫”

的雏形,只解决温饱问题不是根本目的,只有民众素养提升,社

会才能算得上真正进步。墨子一生都为扶贫济困而奔忙,他的理

想社会思想深刻影响着我们。“百姓暖衣饱食,便民无忧”是墨

子心中构想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一如原始社会公社,也与

尧舜汤武帝典型相类似。为挽救天下动荡混乱的颓势,墨子开方

治病,提出“兼相爱、别相恶、交相利”“义利统一”等解决“不

相爱、自利”。打破“亲亲有术,尊贤有等”,以努力和发挥创造

精神克服“宿命论”“世袭制”的弊端。 

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遍体鳞伤,人民生活困苦,中国五千

年辉煌的文化被彻底摧毁,面对着一系列深刻的问题,现代的仁

人志士们大力学习西方先进制度、文化、技术,为完成“争取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

积极进取。“求根本救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人民摆脱

愚昧无知、封建思想的桎梏,以陈独秀创立《新青年》(《新青

年》)为开端,早期提倡“民主”、“科学”,对孔学进行了抨击,

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发生了动摇,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

门,促进了救亡图存。最后,这一序曲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

的爆发,学生、工人、商人纷纷罢工,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姿态站

在全国救亡运动的前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集合广

大革命力量,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作了充分的准备。 

3 文化扶贫建设的政治源流 

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扶贫领域的重要思想经历了“两个文明、

两手抓”到“三个文明”再到“五位一体”。这标志着当代中国

全方位、立体化地推进文化扶贫工作,从而体现了文化对经济、

政治、社会、生态的重要影响。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长期遭受“三座大山”剥削和压迫,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片狼藉不堪的局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应对困难,主动解决问题,从新

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有的教育事业十分

落后,文盲众多,基础教育薄弱。在城市,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

20%,工人、贫民子弟一般读不起书；在乡村,还有相当多的旧式

教育,农民子弟大多数五千入学”[5]党和政府大力倡导改革旧有

教育文化事业,鼓励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新社会生产事业,从

而使人力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建国初期,我国教育水平低下,

人口文化素质差,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全国80%以上人

口是文盲[6]。”由此通过扫盲这项具有文化扶贫性质的行动,促

使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整体提升、专门文化队伍促使日益壮大必

将对社会繁荣昌盛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952年与1949年相比,

农村在校小学生数增加了111.8%,中学生增加了186.2%。”[7]除

此之外,教育部针对高等学校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我国高

等学校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有所改变。党和国家从文学艺

术着手,以此推动文化建设,“借以配合热门的其他文化工作和

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8]这个时期,

话剧《龙须沟》、歌剧《长征》、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歌唱

祖国》等文艺精品不断涌现,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人

们的理想信念,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极大地满足

了人民文化需求,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整理和摒弃

戏曲文化中的糟粕、消极成分,整合资源,组建三联书店,此外,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传播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

误理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历史性的转折,开始了我

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会议还阐明了要重视科学

和教育。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文艺工作的口号：解放思想、拨

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掌握文艺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规律。

此时,大量拨乱反正的作品陆续出版问世。经过长期的努力,我

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走上了正轨,各个领域都有了很大的

成就。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基本普

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

22.8%。”[9]在经济调整取得成绩的同时,党中央坚持贯彻新的

“八字”政策,把长期的生活欠帐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凝聚人心,把人民团结起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做

好。所以,我国实行对内改革,首先是把农村作为突破口,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创造了条件。“最早实行‘双包’责任

制的凤阳县,1980年粮食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9年又增

长14.2%,许多生产队和农户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
[10]“六五”规划目标的实现,长期以来使我国的经济问题得到

了解决,粮食和棉花产量大幅度增加,为解决粮食和棉花生产创

造了条件。“五讲四美”、“三热爱”是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开

展的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一项内容,也是邓小平同

志提倡把文化和科技结合起来的“两个文明”,并把它融入到国

家的建设之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反贫困方面,江泽民同志指出：“努力解决贫困人口的生

产生活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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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93年12月,设立“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专责贫困地区的

文化扶贫工作。次年年初,发起了“万村书库”项目,在1000个

乡镇建成了乡村图书馆。后半年,“电视扶贫”正式启动,在革

命老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万户家庭架设了电视天线,使每个

家庭都能看到精彩纷呈的电视节目。另外,在《国家八七扶贫攻

坚计划》中,明确指出,从1994年起,要在七年内投入三倍于前七

年的扶贫资金,“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

题”,以此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扶贫制度,同时也证明了由救济

扶贫向开发扶贫的重大转变。“在这7年间,全国592个国家级贫

困县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累计修建基本农田6012万亩,新增

公路32万公里,架设输变电线36万公里,解决了5986万人的饮水

困难问题,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95.5%、

89%、69%和67.7%。”[12]中央宣传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五个一

工程”精神文明奖的评选,起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

作用。1995年4月,“送戏下乡”计划正式启动,让贫穷地区的孩

子也能欣赏到精彩的话剧。“三下乡”是我国政府于1996年12

月进行的一项惠民项目。“2000年底,全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

率分别达到92.5%和93.7%,比1995年分别提高了13.7%和9.2%。”
[13]“九五”规划主要任务或已超额完成,居民的衣食住行消费

水平明显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2000年以后,我国更加注重

文化扶贫,使文化扶贫由实践探索走向全面发展。《2001-2010

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出台,明确了“脱贫攻坚”和“全

面小康”相结合的目标,强调了“脱贫攻坚”对“小康”的宏伟

目标。 

“拓宽扶贫开发渠道,增强扶贫开发合力”[14]是党的第四

代领导集体贫困治理思想要义。“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

重要内容[15]。”胡锦涛同志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贫困的根

本问题看成是解决人的问题,认为扶贫既要满足人民的物质生

活需要,又要注重思想和精神上的扶贫。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实施,

是我国扶贫工作的又一项重大举措,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解决农

村贫困问题的决心。先进文化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结合,

有利于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发展。在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贫穷问题上,中央领导克服

困难,建设青藏铁路,为青海和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自2004年以来,每年都下发“中央一号文件”,这

对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农民持续增收都是一件好事。中国扶贫发展基金会于2008年12

月发起了“文化扶贫计划”,目的是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教育

和文化支持,并设立中国扶贫宣传教育委员会。党和国家加大了

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在体制上、财政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比如：

如调整文化事业费结构,广播电视村村通,解决了看书难、看电

视难、看电影难、收听广播难的问题。九年义务教育,确保了所

有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全面规划部署未

来10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使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一代成为新

的劳动力主体,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不断进步做出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科学扶贫、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方面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扶贫工作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推动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16]国家领导人指出了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过程中存在的短板之一。但脱贫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

问题,还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问题,特别

是文化扶贫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对我们党的建设有着

重大的战略意义。扶贫工作既要使贫困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充分

的满足,更要使其思想上、精神上不能落后,摆脱贫困的根源。

“解开贫困枷锁,彰显发展活力,归根到底靠的是内生动力。要

使地方稳定地走上致富之路,还需要竖立‘源头治贫’的理念。”
[17]要根除精神领域的贫穷落后,文化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助推器。“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

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18]文化扶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过程中,激发贫困群众的内在动力,防止愚昧无知、迷信的

行为和现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

国共产党从执政至今的重大任务。国家领导人把“消除贫困”

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结合起来,对扶贫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体

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重视。 

新时代有着新矛盾,解决新矛盾必须始终坚持维护广大人

民群众利益。映射当今社会,就是表现为：要精准扶贫,脱贫致

富,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更好的实现和谐社会,推动社会经济持

续健康的发展；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梦和构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宏伟蓝图,凸显新时代文化扶贫建设不仅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文化自信,更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内生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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