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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现实图景

1.1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基本内涵

需要，乃人之本性。需要问题伴随着人的一生，从出生至

死亡，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变化，“美好生活”迅速成为政治热词，美好生活需要不仅

包括了更高品质的美好物质生活需要，更强调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生活富裕与否，影响着精神生活

是否富足。物质生活的富裕可能带来精神生活的富足，但是物质生活

与精神生活却并不一定呈正相关，过度追求物质富裕反而会使精神陷

入贫瘠，因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某种程度下也可能呈负相关。人

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虽无形，却蕴含着无穷的力

量。童世骏和文军在其《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中将精神生活分为三

种形式，分别是心理活动、文化生活和心灵活动。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既表现在喜、怒、哀、乐等心理活动中，也包含了阅、诵、咏、歌、

舞、演、游等文化生活，更不能缺少关乎精神境界的心灵活动。

1.2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表现特征

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具有历史性。马克思指出，“已

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

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

个历史活动”。动物的需要是片面的，和人不同的是，动物只有肉

体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却更为全面。人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手

段，都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增加。原始社会时期，人的需要十分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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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需要的主要对象均可从大自然中寻找。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

力有了极大的进步，人们有了更多的需要。需要促进了生产，需要

的对象更加丰富，满足需要的手段也更加多样，需要、需要的对象，

以及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呈螺旋状上升。需要推动着人类前进，也

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也催生着需要的升级。

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具有层次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

需要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是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

旧需要的满足往往伴随着新需要的产生，需要随着满足需要的手

段的发展而发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

就反映出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层层升级的过程。改革开放前，

人们对于精神生活需要的要求还不高，仅仅停留在生存性精神生

活需要，对于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通常表现在教育、知识、情感

等方面。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存性精神生活

需要得到了满足，又随之产生了新的精神生活需要，即享受性精

神生活需要。这段时间的人们不再单单满足于知识、情感等方面

的需要，还产生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新的需要。进入新时代，

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再次升级，变成了发展性精神生活需要。当

生存与享受得到了满足后，人们开始思考精神信仰、价值理想、人

生意义等问题，需要的深度和需要的广度都再一次提升。

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具有多样性。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

断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在需要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新的需求，新的需

求又将通过新的实践来得到满足，构建了一个需要与实践的动态循

环发展过程。从需要的内容而言，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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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精神生活的需要比较单一，属于较低层次的生存性精神生活

需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呈现

出多元化，包括文化消费、大众娱乐等享受性精神生活需要。在

此基础上，美好精神生活需要更加注重挖掘人的主动性、创造性

的精神需要维度，引导着人们朝着发展性精神生活需要迈进。改

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因此必须

优先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尤其是物质需要。随着社会历史

的发展，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民开始注重文化需要。进入新

时代，人民不仅对物质需要提出更高要求，对精神维度的需要也

更加重视。

2  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存在问题

2.1理想信念缺失

理想信念是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根基，也是美好精神生活的

最高追求。但是，西方资本主导社会多年，资本理念侵蚀了社

会的各个角落，人们的理想信念也在资本环境下被歪曲。社会

生活中的贪婪、堕落、腐化现象比比皆是，曾经被人们代代相

传、普遍遵循的价值与观念在资本统治下分崩离析。在唯资本

论理念下，人们的意志涣散、思想动摇，由于精神缺钙，迷

失在了前进方向的路上。

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背景下，理

想信念遭受了多元文化的冲击。多元文化出现的迅猛突然，让

人们措手不及、无暇分辨。在这种无所适从的环境下，人们的

心理状态和价值判断标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在中西方文明的

对比中，西方文明隐隐占了上风，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不再那

么清晰，对于民族的概念界限不再那么分明。文化方面，对于

西方的情人节和玫瑰、圣诞节和平安夜的喜爱远远超过了对中国

的七夕、春节等传统节日。

在资本主导和多元文化冲击的双重夹击下，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出现了断

层，人们被禁锢在虚无主义中，出现了精神缺钙、理想信念缺

失的现象。理想信念的缺失，导致人们不能准确第把握美好精

神生活需要，因而阻碍了美好精神生活的实现。

2.2精神生活物化

美好精神生活需要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维度的反

映，满足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过程也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过

程。然而，多年来社会发展受资本逻辑所引导，人们对于美好

精神生活需要的理解渐渐歪曲，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

义盛行。

消费主义引导下的社会，对精神的追求变成对物质的追求，

以物质所得来衡量精神收获，导致物质主义盛行。在物欲横流

的世界，人们对精神的追求变成对物的崇拜，把无节制的物质

享受和消遣当做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消费不再是为了生存

所需的物质需要，而成为了一种享受所需的精神需要，毫无约

束的消费最终变成了消耗，享受变成了放纵。

享乐主义引导下的社会，快乐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也是

一切行为的评判标准。快乐的实现方式，则是通过消费、通过

对物的占有。因而，消费的过程就是享受的过程，获取快乐的

过程就是不断消费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获得这种所谓的快乐的

权利，假如有人不这样做，人们可能会提醒他“生不带来，死不

带去，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物

质方面得到的越多，却越痛苦。这是因为消费并没有享受功能，

所谓的享受只是资本家给消费强加的伪装，实际上消费才是享受

的真正束缚所在利己主义引导下的社会，人们的一切出发点都是

个人的目的，个人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上。资本家

们用虚假的共同利益给个体利益穿上了隐身衣，在利己主义社会

之下，虚假的共同利益得到了人们的共识。资本家甚至卸下了这

层伪装，让所谓的共同利益、真正的个体利益公诸于世，但人们

却无动于衷，甚至将这种个体利益奉为圭臬。人们认为追求个人

主义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解放，是让自我达到归真的状态。在这种

极致的个人主义行为下，置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顾，使自己在

无形中加入了曾经的“敌人”的阵营。

资本的逐利本性将整个社会置于普遍物化的病态社会，人

们的精神生活被物化，对精神的需要以物质的方式来满足，对美

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变成物质至上、享乐至上、个人至上。因此，物

质生活越丰富，精神生活就越贫瘠。最终，物不再是作为满足人

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作为囚禁人的精神的牢笼而存在。

3  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价值回归

3.1 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追求美好精神生活铸魂

党成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习总书记在党的百年华诞提

出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源，也为新时

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提供了价值引导。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所

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全面发展

而不懈奋斗。

坚持真理，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行。”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快两个世纪，马克思的理论被质

疑过，被指责过，也被诽谤过，然而两个世纪快过去了，马

克思的理论仍不断散发出真理的光亮，在一次次的社会问题中不

断证实着它的真理性、预见性，一次次地“打脸”那些曾经

质疑过、指责过、诽谤过它的人。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秘

密，正在于它的真理性、时代性。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过程

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照亮道路，指引方向。

坚守理想，坚守的是共产主义理想。自党诞生之日起，就

带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带领中国人民

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的使命。在党的百年实践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历经挫折、英勇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带领人民成

功地反抗了剥削和压迫，击退了外来势力的入侵，创造了物质

的富裕，迎来了美好精神生活的建设。

3.2 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追求美好精神生活固本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践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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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担当使命，朝着共产主义理想不断迈进。初心使命贯穿于

党的百年艰辛奋斗史，是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践行初心，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担当使命，就是要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安全感和获得感为人民的幸福感提供保障，

幸福感才是人民的最终归宿。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姓深受其

害，国家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起来革命，中国人民

从此“站起来”了。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带着人民搞建

设、搞改革，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中国从此“富

起来”了。如今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中西力量对比转换，中

国从此“强起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不断朝幸福迈进，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之路。

3.3 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追求美好精神生活强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先后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开启

了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新起点。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指

的是牺牲精神和斗争精神。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同志曾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三绞处决”法下无

惧生死；陈延年被叛徒出卖后押赴刑场时亦道，“革命者光明

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邓中夏英勇就

义前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只有不怕牺牲，才会敢于斗

争，斗争中则免不了牺牲。党诞生于充满斗争的环境，党的历

史是一部斗争史、奋斗史。革命时期，数不尽的共产党人牺牲

了自己的生命才换来革命的胜利；建设改革时期，无数的共产

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4 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立根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爱党、为党分忧，情系人民、

为民谋福，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做到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

全意为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对党忠诚，

就是对人民忠诚，对人民忠诚，就是对党忠诚。党始终把人民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党前进的动力，也赋予

了党无穷的力量。

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应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价

值引导，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用伟大的真理和坚定的理想信

念为美好精神生活铸魂；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高楼大厦平地

起，最重要的还是打好地基，走的再高，走的再远，都要不

忘初心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革命先辈为共产主义牺牲

的无私奉献和大无畏精神，是我们追求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的精

神支撑；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胸怀爱党爱民之心，筑牢爱

党爱民之情，做好小我，追求大我，力争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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