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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离不开法治精神的牵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流淌着法治的血液 
 

 王松苗  
 

  10 月 25 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0 月 27 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面世。信息传

播上的紧锣密鼓，使文化圈、法律圈的诸多人士甚感欣慰:如果说前者吹响了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进军号角，那么后者则掀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大旗——先进的文化必然流淌着法治的血

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培育和法治精神的牵引。  
  培育法治文化是全体法律人的共同担当——10 月 27 日，中国政法大学不同学科的 15 位专家

学者围绕“法治文化培育与文化强国战略”这一主题，从法学、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不同视

角，就法治文化的定义、法治精神的内涵、法学教育的担当、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提出了各自的见

解，勾勒了法治服务文化的路径与蓝图。  
  法治文化定位: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样式  
  什么是法治文化?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兵认为，法治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可以

拆开来加以考察。文化是我们活动的产物，是我们生活的样态。它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我们的思想

观念、行为举止之中。法治就是对于法律的尊重，而法律其实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伦理的底

线。法律只有内化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再仅仅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而是成为一种文化，法律才

能得以坚守。法治与文化本质上是一体的、相互交织的。法治，不能没有文化;文化，也不能没有

法治。法治文化指的是一种整体文化，是人的一种生存样态，关注的是法治对于整个文化的塑造，

是文化对于法治的支撑。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黄进分析指出，

文化不仅是人的生存、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文化

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在精神、思想、传统、习俗、价值观等方面的生活样式。法治也是一种生活

方式，尤其应当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两相结合，可以说，法治文化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

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执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生活方式。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考察了法治文化概念的变迁。起先这是中宣部、司法部作为普

法概念提出来的，是侧重于面向大众的。这次中央“决定”虽然没有直接提法治文化，但强调要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

动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把这些内容变成现实，就是要形成

一种社会性的法治文化。周永康同志日前在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上也要求政法机关“要在推动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这就比原来的法治文化含义深化了、扩展了。“结合党的十六

大报告将法治定位为政治文明，我认为，法治文化主要是区别于人治文化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体

系。”  
  法治文化价值: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不二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究竟以何种“文化”来强国?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副教授

庞金友认为，这个命题其实包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从历史上看，以文化促发展，

以文化促进现代化，迄今为止已形成了三个基本模式:(1)欧美模式，即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为

核心的自由主义文化，它推动了近代工业革命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2)苏东模式，即借助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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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文化，主要依靠重工业发展和计划经济获得成功。(3)东亚模

式，即借助传统的儒教文化，以教育和知识为主导，突出文化价值，以文化驱动经济，被称为“第

三种工业化模式”(由于韩国最具代表性，所以也称“韩国模式”)。三种模式各有利弊。我们是

要择三选一，还是另辟蹊径?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的文化是一个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

思主义文化“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单纯依靠一种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因此“韩国

模式”可以成为参照，但也绝不是不二选择。如何看待韩国发展与中国发展的不同，在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寻找平衡点，是颇具挑战性的问题。 
  法治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不二选择。在文兵看来，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论我们持有什么

样的价值观念、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总有一些基本的规范不能逾越。这些东西可以把我们凝

聚起来，成为共同的操守。由法治精神所灌注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文化。通过法治文化的培育，

可以使各种表面的文化诉求与实际的文化样态走向统一。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马怀德对此高度认同。他认为，强调法治文化就是强调法的权威。

因为法治文化体现的是法的精神、法的理念，所以与文化强国战略是一致的。培育法治文化，强

调法的权威，就是强调规则的统一和平等适用，强调程序，强调民主，强调理性，强调尊严。  
  李德顺重点从政体与国体的关系出发，阐述了培育法治文化的价值。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

主的社会，人民民主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国体(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和主权定性)。而它的政体(政
体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则应该是法治。所以，法治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司法系统和司法部门的事，

而是国家政治的实质特征和核心内容。以这样的政治内容为核心，变成我们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

实践，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的社会文化就是一种法治文化了。所以，法治不仅仅是治

国手段，更应成为生活规则、生活方式。  
  这个观点引起了黄进的共鸣。在他看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

略的必然选择。因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在法治，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

也在法治。所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法治昌明、文化繁荣、

社会和谐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当务之急。所以说，法治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建

设。  
  法治文化培育:节点与路径  
  法律体系形成后，我们缺的不是法律法条，而是法治意识、法治精神。在李德顺看来，“缺

法”的突出后果，表现为两大危机: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和老百姓的“安全感危机”。解决两大

危机，还得呼唤法治。政府的公信力来自哪里?来自于忠诚于法律，来自于依法办事，公开透明，

一以贯之。对于百姓而言，如果有了法治这个后盾，一个很穷的地位很低的人也不会觉得很弱势，

也能活得理直气壮，安全感也就有了保障。  
  “我赞同李德顺老师关于法治文化两个核心点的提法:一是公平正义的实现追求，二是法治精

神的实践与实现。”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所副教授刘飞说，如果不从这个层次来看待文化问题，

那么即使有再高的文化产品的产量，再能够拉动 GDP 新的增长程度的文化市场，也不能够成为

文化的强国。没有法治做保证，文化强国就是空中楼阁。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副教授于飞也

认为，法治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依法而治，是社会民众对社会调节方式普遍的内心认同。法治

一旦上升到文化层面，它的核心应当是社会公众对法律、对制度的敬畏和依赖。  
  如何培育法治文化?黄进认为法学教育机构:一是要做法治思想的引领者，二是要做法学理论

的创新者，三是要做法律制度的构建者，四是要做法学教育的先行者，五是要做法治生活方式的

布道者，从而引领全社会敬畏法律、信仰法律、遵守法律，让法治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让法

治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刘斌希望落实《决定》要求，为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搭建更好的平台，建设具有专业优势的思想库，丰富法治文化的培育。中国政法

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教授郭成伟提醒，将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同时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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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的素质养成作为法治文化培育的重点内容。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刘徐州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提出，当前法治文化的培育必须高度重视新闻传播的推动作用。  
  综合这些观点，马怀德认为在中国培育法治文化要看准五个问题:一是高官、高管率先垂范，

二是媒体理性自律，三是教育者高度负责，四是公权依法行使，五是民众理性。只有各方面共同

担当，才能使法治文化培育落到实处，实现文化强国的伟大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