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多元文化发展 *  

“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并不是“文化一体化”，而是 文化的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的协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蔡俊生  

 

上世纪 90 年代初，已有人提出“世界经济一体化”概念。接着，又有人据此提出“文化一体化”。那么，世界经济一体化
对文化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所谓经济一体化，实际是一种世界经济的趋同发展。那么这种趋同发展会不会导致文化一体化呢？不会。因为从总体上讲，
经济和文化处于不同的社会领域。经济处于物质社会关系领域，文化主要处于上层建筑领域。二者之间，只有经济法规属于
制度文化，相互重叠，但制度文化还包括政治、思想、社会、伦理、宗教等等多方面的法规和规范；即使经济法规全部随着
经济关系“一体化”了，不同文化之间制度文化的个性也不会消失。而最富有个性的精神文化领域以及技术文化上的技术风
格等，又都不受影响。所以，哪怕完全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也不会导致文化一体化。换句话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始终是多
元文化共存的世界。  

外来经济实体和本土社会之间势必出现主动积极的文化交融  

但是，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确实引起了不同文化之间前所未有的高频率的文化交流和日益深刻的涵化（被交往
对象所同化） 。 来自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经济实体 —— 企业、公司，以及银行、保险、通讯、旅游、交通等服务机构，汇
集到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之中，形成了怎样的局面呢？这些经济实体并不是作为赤裸裸的 “ 经济成分 ” 加入到同一个文化
共同体的经济领域的，而是携带着与生俱来的母体文化进入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进入该文化共同体的整个文化领域的。它们
要想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站住脚，融入当地的商品市场，就得使自己的母体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它们融入当地文化的深
度和广度全部会变成商品市场上成功的筹码，直接影响到市场运作的成功率。由于它们不但要和当地同行竞争，还要和像自
己一样携带着外域文化来到当地的同行们竞争。所以，融入当地文化的进程不敢怠慢。另一方面，接纳这些外来经济实体的
本土社会、本土文化，也不仅仅是让出一块经济领域就万事大吉。它要吸引外资，就得创造适于外资生长的宽松的、高效
的、兼容并蓄的文化环境，就要为吸纳和兼容外来文化做出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否则，外资可能撤走，对自己的经济发展不
利。于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推动下，外来经济实体和本土社会之间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主动积极的文化交融。因而就生成
了如下三种文化现象：  

其一，一切吸收了外来资本的文化共同体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以及不同外来文化之间进行着极其频繁的文化交
流。这种文化交流，使参与各方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发达起来，却不影响任何文化的稳定性，仅仅省却了它们各自
的重复性的文化创造。  

其二，那些吸收了外来资本的本土社会，为了给外资创造适于生长的文化环境，都在尽其可能调整着本土文化的文化模式。
这种文化模式的调整，虽然不能说它是被外来文化 “ 逼 ” 出来的，但却的确是为适应外来文化而进行的，因而也属于文
化交往中涵化的范畴。由于不同本土文化的不同文化模式，都朝着同一的方向和目标 —— 适应各种外来资本带来的各式各
样的外来文化 —— 进行自我调整；结果，自然是使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大文化之间相互接近、相互协和起来。  

其三，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一切来到本土社会的外来经济实体，自身也在日益深刻地调整着它们的微观文化模式。由于这
种调整是为适应当地文化环境而进行，同样属于文化交往中涵化的范畴 —— 单元文化、微观文化的涵化。 

新型的微观文化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外来经济实体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当地文化，不仅调整着自身微观文化模式中独具特色的部分，而且调整到了微观文化
模式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母体文化的文化模式。结果，经过调整的外来经济实体的微观文化模式就变成了既与母体文化相融
通，又与当地文化相融通，却与在母体文化中生长的时候具有本质区别了 —— 不再是母体文化的文化模式的鲜明表现、典
型代表了。实际上，这种微观文化模式乃是 母体文化的种子撒播在当地文化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新品种 ，是一些经过涵化而
生成的新型的微观文化模式。  

而换一个角度我们又看到，在每一个接受了外国资本的文化共同体中，都生长着来自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奇葩 
—— 新型的微观文化模式。这些文化奇葩，将母体文化和当地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所在文化共同体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举例来说，在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美中、韩中、俄中等文化奇葩；在美国大地上也出现了日美、俄美、中美、韩美等文
化奇葩，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与这种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生长着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品种的景观相对应，那些跨国公司
的微观文化模式也由 “ 单一 ” 变成了 “ 多样 ” ，由原有的企业文化模式蜕变出一系列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并不是



原有企业文化模式的 “ 亚 ” 文化模式，由于深层结构发生了变动，它们与原有企业文化模式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
只能是平行的姐妹关系了。比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蜕变出了美中、美俄、美日、美韩等等的新型企业文化模式；日本的
丰田汽车公司也蜕变出了日美、日中、日俄等等的新型企业文化模式。  

从以上三点我们看到， “ 世界经济一体化 ” 的发展趋势对世界文化的发展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进了广泛
的、频繁的文化交流，而且促成了两种形式的涵化，形成两个结果：一是各个接受了外来资本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模式朝着
同一方向调整，因而使这些大文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通、更加协和；二是这些文化共同体本身的文化内涵，也由 “ 单
一 ” 演变为兼容各式各样文化奇葩的 “ 多元化 ” 文化了。 

如何提高建设新型的多元化中华文化的自觉性  

当今，中华文化已经走上了 “ 多元化和多元文化协和发展 ” 的道路。这是一条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相协调、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的惟一正确的道路。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建设这种新型的多元化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我认为，首先应
当摆正中华文化与世界一切其他文化的关系，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盲目自满。前者，比如正当越来越多的外国中小学校
开设汉语课程的时候，中国中小学校的汉语教学水平却在下降；后者，比如正当我们倾全力吸纳、追赶西方的先进文化、先
进科学技术的时候，却有人高唱 “21 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 ” ，这些都是认识上的偏颇。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在文化
交往、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把握好当今世界各个大文化之间不同的宏观文化模式，以及把握好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各式各样的
微观文化模式。只有掌握了这些文化模式，才能真正摆正中华文化与一切外域文化的关系，才能真正获得文化交往的主动
权，才能真正 “ 自觉地 ” 调整和创建自身的宏观文化模式和微观文化模式， 使中华文化的发展由 “ 自在 ” 变为 
“ 自为 ” 。  

  

* 此文发表于《人民论坛》 2006 年 11 月第 1 期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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