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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日国共三方都产生了巨

大的变化。日本方面企图通过文化的殖民来巩固自身的

侵略成果，并不断诱降未沦陷区的政权与人民。同时，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与对抗依旧存在，但经历了

西安事变之后，在抗日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第二次国

共合作得以达成，并联合社会各个阶层组成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历史变化，需要一种区

别于旧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来指导中国共产

党的文化工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协作，并

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工作的主导地位。1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理论集中体

现在 1940 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文中通过分析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新民主主

文化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系统得阐释了中国共

产党在这一时期看待文化的总体态度与实践方法。并将

文化总结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构成了研究新民

主主义文化主要内容。

一、民族存亡的抉择——文化的民族性

抗日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主要矛盾，半殖民地中国与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与日本

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正是基于这

种国家与民族存亡的问题，代表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

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大资产阶级

利益的国民党结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成立。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的核心，即传承五千

年来的民族文化。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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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中国作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国家，唯一的敌人就是

日本侵略者。这要求文化的主体不能只限于无产阶级、

农民阶级与部分小资产阶级，也应当将大资产阶级联合

起来。文化工作则需要寻求联结中国各个阶级的精神共

识，这就是改造旧有民族文化的、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新

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强调的民族性，主要

是针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目的在

于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并保持在国家被侵略的过程中民

族意识形态的坚守。

第二、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保持民族性基础上的

新式文化。作为精神共识的民族文化，其鲜明的民族性

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传统民族文化当中存在着不符合

时代发展的、不符合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求的部分，要进

行“剔除”与“摘取”，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先

进文化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了文化革命的四个时期，

在 1919-1921 年与 1921-1927 两个阶段，面对民族文化

大多是批判的态度，文化的民族性更多是保守主义的代

名词。但是，当民族矛盾、国家存亡上升到主要矛盾后，

文化不能被其他民族（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所主导或者

替代，文化的民族性也显得至高无上，居于首位。同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过分凸显民族性，会导致再

次回到落后的封建文化中去，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与方

法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所以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的辩证看待的态度，以保证文化的民族性向良性方

向发展。

二、先进文化的倡导——文化的科学性

文化的科学性更多强调的是对于旧有落后的民族文

化的继承批判改进与先进文化的融合，进而形成具有民

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立足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性。文化的

民族性是凝结在各阶层身上的精神共识，也是区别于日

本侵略者最核心的文化特点。旧有的民族文化有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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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性与先进性的缺点，若是处理不当则会瓦解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的文化认同。

第一，旧有落后的民族文化是“地主的文化”，并

非是以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文化。

若有落后民族文化“复辟”的趋势，大众文化将会被再

度瓦解，成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兼

顾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大众性与中国共产党对于大众文化

的领导权的保证，便是在文化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也就客观上保证了其文化的科学性。

第二，旧有落后的民族文化有着自身的落后性，这

种落后性不仅不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工作的顺利

进行，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例如，封建迷信思想、唯

心主义思想、官僚主义等，这些思想会将团结起来的广

大人民群众带到错误的革命道路上，阻碍革命工作的有

序进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证了文化在总体指导思想

上的科学性。提倡先进文化，保证了文化在具体内容上

的科学性。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在民族性坚守

的基础上，向着正确的、先进的、革命的文化传播与发

展。

三、大众文化的正名——文化的大众性

文化的核心在于接受文化与传播文化的主体，即文

化为谁服务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出发，人

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主要由无产阶级与部分小资产阶级组成，在民族矛盾、

国家存亡的问题上升到一定阶段之后，大资产阶级也成

为了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这就使得文化主体的阶级类

型变得复杂，文化主导权与提升文化水平以服务于革命

工作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文化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新的文化

在民众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得到他们的接受，

进而使得其不断成为他们自身的文化。人民群众既是文

化的来源，又是文化的服务对象，并最终成为大众文化

的传播者与倡导者。这样文化主导权才会在最广大的人

民的手中，而中国共产党代表着的“民主”利益的范围

是所有的人民群众，也就实际上是大众文化的领导者。

第二，文化需要把握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文化是

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整体性文化，但这种文化虽然摆脱

了旧有文化主导权集中在少数人的情况，却依旧无法短

时间内构建摆脱文化主体的自身落后状态导致的旧有文

化的落后封建性的文化。普及与提高成为了改变大众文

化发展困境的关键，只有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

人民群众才会有更高的政治话语权，才能进一步提升其

民主地位。

大众文化的主体与受众都是人民群众，目的在于服

务于抗日战争的革命工作，方法是普及与提高。只有大

众文化的目标人群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团结更多

的人从事抗日的革命事业；只有普及与提高并存，才能

使大众文化的主导地位牢牢把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

产阶级手中。

四、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与大众性的内在逻辑

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与大众性并非是孤立，而是

以政治性要求为起点，针对文化的实际问题，以及文化

未来的发展趋势三者所凝练的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文化的政治性要求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

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要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

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可；另一方面，文化要旗帜鲜明地

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当时最为迫切的革命任务，即

服务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文化成为对抗日本侵略者

的思想武器。

文化是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产物，进而服务于政治与

经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概念形态

上的反映”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当时是最大

的政治问题，而中国共产党是政治问题的核心主导者。

这必然要求大众文化在中日战争中保持鲜明的民族性；

在革命战争的要求下，文化是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切合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之高效团结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解决最大的政治问题。

第二，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实际问题主要是三个关系，

即文化的帝国主义性质与半封建性质导致的，外来文化

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落后封建文化与先进科学文化的关

系，旧式官僚文化与工农民众文化的关系。

半封建性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落后，需要从外来文化

中吸取营养；帝国主义性质，导致中国文化为了维持主

权要保持强民族性。这就需要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去解

决存在的矛盾。无论是半封建性与帝国主义性都导致了

中国文化的落后腐朽与新文化倡导的科学先进产生巨大

的矛盾。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

与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要求是

工农民众文化。但是实际工作中，由于文化工作者自身阶

级性质，导致创作的文化产品并不是产生于人民群众服务

于人民群众的文化，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指正与引导。

第三，新民主主义的大众文化最终的走向是社会主

义文化。这种即将走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文化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着鲜明民族性、高度科学性与民主大

众性的新形式新特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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