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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中國大陸推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透過課程要求及網路管控，嚴格

掌控師生思想。 

中國大陸部分省市要求黨政官員及各級學校，不得參加與西方宗教

節日有關活動，另大陸官方日益重視中國傳統節日，期彰顯「文

化自信」。 

「十九大」之後，中國大陸增加製播「文化類」節目，展現文化自

信，並積極向國外傳播文化實力，企圖掌握文化話語權。 

 

一、 高層文化 

中國大陸推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嚴格掌控師生思想 

自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6 年 12 月中國大陸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

議強調「中國大陸的高校是黨領導下的高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要貫徹

黨的教育方針，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整個過程，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

服務」（新華網，2017.12.8），中國大陸開始大幅提升推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力度，中國

大陸教育部更將 2017年定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質量年」，2017年間相關

單位陸續發布多項政策，包含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見」、教育部黨組發布「普通高等學校學生黨建工作標準」、「關於

加強新形勢下高校教師黨支部建設的意見」等（中國教育報，2017.12.28）。 

根據 2017 年 12 月 4 日中國大陸教育部黨組最新發布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內容指出，要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提升高校思想

工作質量，將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專業課程，推動以「課程思政」為目標之課堂

教學改革，培養學生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意識，並將政治標準、思想政治表

現放在教師評聘和考核機制之首要指標，引導師生樹立正確的政治方向，牢牢掌

握高校意識型態（中共教育部黨組，2017.12.4）。中國大陸多所高校對此政策積極回應，包

含人民大學等陸高校於校內成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

心」，使用習近平思想彙編之書籍（美國之音，2017.12.17），設立黨委教師工作部，由黨

委直接掌控教師思想工作等（光明日報，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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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長張東剛表示，要加強高校網絡思想文化

建設，進行意識型態管控工作，並強化課堂、論壇、報告會、網絡平台等建設和

管理，反對並抵制各種錯誤觀點，絕不允許錯誤思想在高校傳播（中國教育報，2017.12.12）。

中國大陸河北大學黨委書記郭健也表示，學校將積極落實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包

含成立意識型態工作領導小組和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開展校園網絡淨化專項

行動，對校內網站、微信公眾號逐一登記，嚴格控管信息發布，以營造校園思想

政治工作氛圍（人民網，2017.12.4）。 

中國大陸教育部近期發布調研顯示，86.6%受訪學生喜歡上思想政治課（以下簡

稱思政課），91.3%受訪學生認為在思政課上有所收穫，對此，不少中國網友表示不必

驚訝，因為中國大陸官方的統計數字不具備科學性，且在中共加強高校意識形態

陣地建設的指令下，這些數據不過是官方營造輿論聲勢，強化管治權威的手段（多

維新聞網，2017.12.7）；然而也有部分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大陸傳媒業逐漸「眾口一詞」，

使得校內、校外資訊內容與結構上並無本質不同，單一化的訊息環境或許對中國

大陸大學生有所影響（多維新聞網，2017.12.9）。 

為了提升思政課格局，中國大陸各地高校統籌協調各方面資源，積極活化思

政課內容，增加對學生吸引力（人民日報，2017.12.8）；許多中國大陸研究者經常把思政

課與西方民主國家公民課並提，然而事實上即使中國大陸思政課的形式與內容多

樣化，但其導向的答案確是被嚴格限定的，與西方民主國家公民課有所差異（多維新

聞網，2017.12.9）。對於近期中國大陸高校積極回應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教育思想，

有學者表示擔憂，認為這是一種「表忠心」或「吹捧」的行為（美國之音，2017.12.17），

也可能導致高等教育的逆行，反映整個國家的倒退（美國之音，2017.12.22）。 

 

二、 通俗文化 

中國大陸部分地方當局禁止黨政官員舉辦與西方宗教節日有關的活

動，要求樹立「文化自信」，抵禦西方文化侵蝕 

2017年12月，當世界各地人們紛紛慶祝聖誕節及享受慶典歡樂氣氛之際，卻

傳出中國大陸不少地區官員、幹部、大學當局呼籲抵制聖誕節活動，認為大肆慶

祝西方節日或「洋誕」不恰當，也是對中華傳統文化及節日的蔑視。2017年12月

11日，中國大陸湖南省衡陽市紀委公布「關於嚴禁黨員幹部參加平安夜聖誕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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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狂歡的通知」，要求黨政官員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為

己任，認真學習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文化自信」和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

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不搞西方崇拜，不盲從過「洋節」

，不得參加任何有西方背景的狂歡活動，凡參加活動經查證屬實者，將予以問責

（多維新聞，2017.12.22）。該通知並提及黨員幹部及直系親戚未經批准，嚴禁參與任何宗

教活動，不容許在平安夜耶誕節期間參與占道聚會狂歡活動。該通知還稱，「黨員

幹部要恪守共產主義信仰，不允許迷信、盲從西方精神鴉片」（大紀元，2017.12.22）。 

另根據該項通知，各級中小學校、高校機關被要求在這段期間對學生展開「愛

國教育」和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當地公安局在公告中說，節日期間進入市核心

路段的人必須攜帶身分證，公安機關將加大盤查、巡邏力度。此外，銷售、噴放

人造雪花的人將予以重罰。河南安陽市一間小學還以聖誕節容易發生踩踏、火災

為由，要求學生簽名承諾「堅決不參與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動」（聯合新聞網，2017.12.21）。 

據美國之音（VOA）報導，2017 年 12 月 11 日，共青團瀋陽藥科大學委員會發

布「關於禁止全校各級團學組織舉辦「平安夜」、「聖誕節」等西方宗教節日香關

活動的通知」指出，「近年來，受西方文化、個別商家炒作，以及網路錯誤輿論的

影響，一些年輕人盲目熱中西方節日，特別是平安夜、耶誕節」。通知要求團員青

年「樹立文化自信，自覺抵禦西方文化侵蝕」，禁止舉辦任何與西方宗教節日有關

的活動。安徽共青團也在微信公眾號上稱，耶誕節應被看作中國的「恥辱節」，因

為中國過去受到西方列強侵略（中央社，2017.12.21）。另在廣東、甘肅等地，傳出工商

部門不准商店出售聖誕樹等過聖誕節的裝飾品和用品（星島日報，2017.12.23）。 

對此，有網民指出：「要抵制西方文化，首先從廢除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

有網民質問：「抵制耶誕節，就說要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那過去對傳統文化摧殘最

厲害的難道是過耶誕節的人？」還有網民翻出，2012 年耶誕節期間，習近平與聖

誕老人的合影，質疑「習大大都可以過耶誕節，為何我們不可以？」（新唐人，2017.12.21）。

「環球時報」則出面反駁官方抵制、禁止過聖誕節之說，稱某些地域的相關限制

通知，是出於維護城市治安秩序和交通安全目的，與抵制聖誕節不是一回事（多維新

聞網，2017.12.25）。部分評論指出，中國大陸政府當局或官媒雖未正式要求抵制慶祝聖

誕的活動，但陸方以捍衛中華傳統文化為由，抵制慶祝聖誕節或其他西方節日，

持續對宗教自由加以限制，反映的不是建立「文化自信」或弘揚傳統文化，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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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加強管控措施，要繼續在人民的「靈魂深處搞革命」，連假日、節日如何過，

也得全面控制（中評網、香港蘋果日報，2017.12.25）。 

 

中國大陸當局日益重視中國傳統節日，期彰顯「文化自信」 

相較過去，中國大陸官方對中國傳統節日的重視更高。2017 年 1 月，中共中

央辦公廳、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

意見」，提出實施中國傳統節日振興工程，豐富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

中秋、重陽等傳統節日文化內涵，形成新的節日習俗。大陸當局稱要建設文化強

國，增強文化軟實力，實現中國夢，就要大力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中央社，2017.12.21），

前述「關於嚴禁黨員幹部參加平安夜聖誕節聚會狂歡的通知」更要求當地的黨政

機關、事業企業單位、社會團體，特別是各類學校，在平安夜、聖誕節期間，要

深入開展愛國教育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在公共場所、體育場館、文化場館等舉

辦傳統文化活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星島日報，2017.12.23）。 

為強化思想文化建設，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文化自信得到彰顯，國

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大幅提升」的目標。這是陸方繼「道路自信、理

論自信、制度自信」後，並積極強調「文化自信」的重要性。當前中國大陸日益

看重並恢復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但西方文化的影響力仍在，為此，它投射文化

軟實力，重新檢視傳統文化價值加以傳承發揚，尋求外界對中國大陸的瞭解之必

經過程。透過中華文化浸潤西洋宗教，讓外來宗教走向中國化，已是大陸當局的

國家政策，拒絕西方宗教節日則是落實宗教中國化政策，提升「文化自信」底下

的必然產物（中國時報，2017.12.28）。 

不過，有文化評論者認為，中國大陸要有「文化自信」，必須先有「文化自覺」，

真正的「文化自覺」，來自於與其他文明的交流，透過對其他文明的瞭解，從而對

自身文化有所反思和批判。呼籲抵制西洋節日的輿論，反映的是對自身文化的不

自信和焦慮（新加坡聯合早報，2017.12.28）。從文化的角度，把慶祝西洋節日視為對中華文

化的侵蝕，這既有邏輯漏洞，也可能會造成反效果（世界日報，2017.12.28）。中華文化的

傳承與復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將取決於能否為人類文化發展做出貢獻、能否

將全球普世價值與中華傳統文化進行有機結合，並借鑒目前世界文化產業強國發

展自身文化產業的經驗，而非僅是回到民眾的個人崇拜或服務政黨發展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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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陸方將如何推動「文化自信」及落實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相關策略作為，

值予進一步關注。 

 

三、 大眾傳播 

「十九大」之後中國大陸電視節目以「文化」為主軸，企圖展現文

化自信，形塑大國形象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 2017年 10月召開的「十九大」政治報告提出，「推進國

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十九大」會議之後，

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孫志軍，以及中國大陸廣電總局副局長張宏森聯合召開記者

會，強調文化「兼具教育引導和娛樂消費的雙重功能」，因此絕不能把市場佔有率、

收視率、票房和發行量作為唯一標準（東網新聞，2017.10.20）。張宏森並宣示將會推出大

批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的優秀作品，並積極運用多元行銷

管道傳播，讓中國大陸「從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大國向強國邁進」（央視新聞網，2017.10.20）。 

依循「十九大」報告揭示的原則，人民日報亦倡議，中國大陸的電視節目應

提高創新能力，著重於傳遞文化自信，以展現大國氣度（人民日報，2017.12.29）。觀察「十

九大」之後中國大陸電視節目的性質，似可看出標榜文化類型的節目明顯增加，

例如「中華好詩詞」（節目以詩詞比賽形式呈現，旨在介紹中國傳統詩詞）、「見字如面」（邀請名人在節目

中讀書信，講述中國歷史）、「朗讀者」（邀請名人朗讀名著）、「國家寶藏」（由知名演員以戲劇演出的方式，介

紹、講解博物館館藏的歷史文物）等。「國家寶藏」總導演于蕾直言：「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把

故事講好，讓普通老百姓以為沉悶的東西煥發出光彩」（世界新聞網，2017.12.09）。 

此外，中國大陸亦積極透過電視節目展現大國形象，爭取國際話語權。例如，

浙江衛視製播的「愛上中國」（由一位法國攝影師所拍攝中國大陸社會 30 年來變遷的照片，聚集而成的紀錄

片），以外國人的觀點，讚許中國大陸各方面的發展；以及由東南衛視製播的「中

國正在說」（邀請名人、學者在電視公開上課，講述中國大陸各面向的發展），介紹中國大陸的建設發展，

及傳播中國大陸主流意識形態。而由大陸中央電視臺製作的紀錄片「過臺灣」（中國

大陸講述明朝末年至 1945 年期間的臺灣史），則旨在對臺傳遞兩岸人民血濃於水的連結，企圖獲

取臺灣民眾的認同。 

研究中國大陸影視產業的學者專家認為，目前大陸電視臺的文化類節目會如

此興盛，主要來自大陸當局的政策導引（在「十九大」會議廣電總局鼓勵增加製播展現文化軟實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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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廣電總局刻意壓抑「娛樂綜藝」的熱度（今日頭條，2017.12.29），以及大陸官方藉由

「十九大」會議的機會宣傳文化軟實力，目的是透過影視節目拉擡民眾對文化的

自信心與愛國心（CCTV新聞，2017.12.10）。 

 

中國大陸管控電視節目內容，限縮大陸影視創作空間，同時積極向

國外傳播文化實力，企圖掌握文化話語權 

中國大陸積極製作文化節目，透過電視臺、新媒體視頻向全球傳布，目的在

於展現其文化自信，並突顯中國大陸是中華文化發源地、愛好者的形象。然而，

中國大陸干預電視節目內容的作為，已限制影視創作自由，同時也影響消費者收

視影視節目的權利。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十九大」後，邀請 120 多名

中國電影界人士參加座談會，集體學習「十九大精神」，遭部分電影人批評，認為

是為藝術創作套上枷鎖（蘋果日報，2017.12.03）。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大陸的高壓政治意

識型態下，影視等藝文已變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要用以宣傳大陸官方核心價值

的工具，官方對電影、電視劇的管理是想把經其認可的價值觀，透過文藝形式對

內灌輸和對外輸出（大紀元，2017.09.09）。而意識形態層面的管控，已成為大陸官方管理

大眾娛樂的思維方式（多維新聞，2017.09.05）。 

媒體報導，中國大陸在過去十年花費大筆經費，展開文化滲透（中國禁聞網，

2017.12.8），企圖掌握文化話語權。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將中國大陸這種挑戰西方

社會模式，設法穿透中西文化壁壘，甚至意圖改變西方價值觀的策略，稱之為「銳

實力（Sharp power）」（聯合報，2017.12.19），其無形的滲透力與穿透性已逐漸被國際社會所關

注（新頭殼，2017.12.13），後續影響尚須觀察密注。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