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少年的现状（一）  

米 丰/摘编 | 最后更新：2006-12-9  

关于传统文化 

与当代青少年的现状（一） 

 

米  丰/摘编 

 

 

一位专家说自己曾在课堂上被学生抢白：“与其花时间读无用的唐诗宋词，不如背英语上计算机，

‘更适应社会需要’”。他感叹：“博大隽永的古典文化确难被功利地实用，但正如老子所言‘无用即

大用’，其对青年一代文化的积累、性情的熏陶、人格的培养，乃至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都异常重

要。当年，无论清华还是北大，别说文科大师层出不穷，从那里走出的科学家，又有几个不是国学底蕴

深厚的英才？”国学，理应是青年的文化母乳。可如今，国内又有几所高校，对学生提出过这样的‘最

基本要求’呢？”这话引发了许多共鸣。 

《新闻周刊》2004年5月4日，《当代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态度》一文中说：在北京三所高

校：北大、清华和人大的本科学生中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主题是：当代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

态度。受调查者，100人，文、理、工科各占约1/3。虽然这是一份基数较小的“不完全的”答卷，但

“窥豹一斑”，或可从中透露出，传统在当代中国青年学生的分量。在问卷中，有几组题目是考察人们

对传统的认知程度的。当被问到“对于古代经史子集”的阅读情况时，有79%的人答“偶尔翻阅”，13%

的人答“敬而远之”，表示“深恶痛绝”者有2%，只有6%的人说“爱不释手”。而对于四大文学名著，

答“都看过”的有27%，“多次看过”的15%，而只“看过其中一两部”的却高达48%。另有两组题目，是

考察对人们对传统艺术的喜爱、了解程度的。结果，有42%的人表示对于京剧或其他某个地方剧种“可以

去看看”，与表示“不感兴趣”的一样多(42%)，还有4%的人表示“非常讨厌”，只有11%的人“非常喜

欢”。而对于书法、国画、民族乐器(二胡、古筝等)的掌握程度，“学过点皮毛”(48%)和“一点不懂”

(33%)的占了绝大多数，只有14%的人“大致掌握一些”，“精通”者仅5%。这和1994年北京几家研究单

位对北京青年与传统文化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了解程度不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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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大学生对传统经典的阅读不够，传统节日的功能也日渐微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痛

心地说，“电子游戏、网络小说、流行文化等后现代文化剥夺了学生太多的阅读时间。” 

《新民晚报》2005年5月19日，曹奕《词学名家呼吁：素养肤浅的青年多喝国学这口奶》一文中说：

针对大学生国学素养普遍较浅的现状，昨天在词学大师胡云翼百年诞辰纪念会上，专家学者呼吁——国

学应成为青年文化母乳。听说在上师大人文学院，“背诵100首唐诗，稔熟100首宋词”是必修课，与会

的国学专家略感欣慰。武汉大学教授王兆鹏感慨：“国学，理应是青年的文化母乳。可如今，国内又有

几所高校，对学生提出过这样的‘最基本要求’呢？”这话引发了许多共鸣，一位专家说自己曾在课堂

上被学生抢白：“与其花时间读无用的唐诗宋词，不如背英语上计算机，‘更适应社会需要’”。他感

叹：“博大隽永的古典文化确难被功利地实用，但正如老子所言‘无用即大用’，其对青年一代文化的

积累、性情的熏陶、人格的培养，乃至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都异常重要。当年，无论清华还是北大，

别说文科大师层出不穷，从那里走出的科学家，又有几个不是国学底蕴深厚的英才？”上师大人文学院

院长孙逊教授认为，让学生更多吸收传统国学精华，必可陶冶内心，并将教养外化于行为举止，终身受

用。为此，学院开设了大量国学人文课程，让大学生在少有应试负担的前提下，广泛接受经史子集、琴

棋书画熏陶，有的学生甚至已能用文言文给双亲写出一封家书。他同时强调，当前大学生普遍国学素养

较浅的原因是应试教育作祟，学生的学习太功利。实际上，具有国学素养的学生更受欢迎。就在该学

院，一名计算机技能并不强的专科生，却因为在古典文学方面颇具素养，被汇丰银行相中聘用。中山大

学曾大兴教授支持此说，并提出：从中学开始，我们的语文教育就一直重“语”轻“文”，不够注重文

学修养和审美。而要培育年轻一代的国学素养，这种不平衡必须改变。 

新浪网 2005年6月17日，《年轻人钟情时尚生活  老百姓对复兴国学并不热情》一文中说：自古就

有“先天下之忧而忧”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把拯救民族文化、构建民族精神支柱的希望，寄托于“回

归国学”。近几年来，呼唤尊重国学的浪潮在中国知识界一浪高过一浪。不过，大多数民众并不钟情国

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姓年的青年教师说，继承国学精华，就是读千古美文。现在，年龄很大的人或

许是出于怀旧，在读古文；年龄很小的小学生也读古文了，但他们一是不可能理解里面的思想，二是不

经常读；而最具活力的中青年人则没有多少人读古文。他们对博大的中华文化知之甚少，因此，许多人

出现精神迷茫不足为奇。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传承是个宏观的大问题，与个体的命运联系得不太紧

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对追求时尚生活方式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有学者指出，文

化和精神复兴不是简单重启传统、照搬教条，而是在尊重国学的前提下，在传统文化中融入公开、透

明、规则、法治、民主、正义、人权、共富、科学、人文等现代文明的精髓。而这些，绝不是仅靠知识

分子的力量就能做成的。 

《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11期，杨曾宪《当今中国的大学生与大学人文教育》一文中说：今天大

学人文教育的首要任务仍是“树人”，让大学生能在彼此生成的“友爱、诚信、守法”舆论氛围中，求

真、向善、爱美，知羞、知耻、知丑，且真正内化为人生观、价值观。眼下，关于强化大学生人文素质

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自是件好事，但大学人文教育是个大题目，可做不同的大文章。一些先生正借

题发挥，主张颂经读典，以复兴国粹；一些大学正借机运作，大搞文理综合，以跻身重点。更有众多人

文学者，在大学生非常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仍激烈抨击应用型教育，要扩大文史专业招生……依拙见，



如果沿着这些路径重视下去，把人文教育变成艺术教育、文史教育，那就恰恰偏离了人文教育的真正价

值目标。不过，若因此把板子都打在大学人文教育身上，那也有失公平。中国德育多年来的目标错位也

是重要原因。小学进行崇高理想教育，大学才开始人文修身。现在这种局面已有改变，但眼下这些大学

生，却已无法回炉补课了。因此，面对这种现实，今天大学人文教育的首要任务仍是“树人”，让大学

生能在彼此生成的“友爱、诚信、守法”舆论氛围中，求真、向善、爱美，知羞、知耻、知丑，且真正

内化为人生观、价值观。这就需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去强化人文教育。可以唐诗宋词，也可以交响芭

蕾；可以讲历史、讲美学，也可以直接讲修身。但这些人文教育，绝不是要让大学生附庸风雅，增添些

自我炫耀的学识、积攒些换取文凭的学分，而是要让大学生学会怎样做人、为人、成人。简而言之，提

高大学生人文修养的目的，不是要让他们通晓琴棋书画，而是要让他们知晓礼义廉耻。否则，所谓人文

教育，便毫无人文价值了。当然，将许多已脱离人道约束的小树，再重新扶正，使之成材，成栋梁之

才，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中国大学存在严重师德危机的今天！ 

《厦门日报》2006年3月1日，国渊《闽南文化进课堂，必要吗？》一文中说：厦门市闽南文化学术

研究会一批老学者经常到双十中学，给高一学生讲闽南文化选修课。许多学生反映，以前对自己的本土

文化不熟悉，听了方友义、彭一万、陈耕、龚洁、杨浩存等学者的课后，才知道闽南文化博大精深。当

杨浩存先生到双十中学17班给同学们上“闽南民俗”课程时，他说：“会听闽南话的请举手。”结果只

有一半的学生举手；当他说：“会讲闽南话的请举手”时，近40名学生中只有十几个人举手。“不少厦

门孩子已经不会讲闽南话了。”老杨忧虑地对记者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郑坚白也深有同感。

她说，春节期间在中学当教师的女儿问她厦门春节有什么特色时，她深深感到闽南传统文化正从身边流

失。女儿作为厦门土生土长的新生代，像她的同龄人一样，已感受不到闽南过年的民俗风情。前段时

间，郑坚白到北京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时，专家们对传统文化的流失感到痛心。郑坚白举了

一个例子，像厦门过去中秋节、端午节有很多仪式，现在已经没有了，包括中秋所博之饼已被礼品代

替。她说，许多从中国传到日本、韩国的传统文化，像端午节的许多仪式，人家还完整地保留着，过节

气氛比我们还要浓厚，而我们由于受“文革”破四旧的影响以及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已很少见到自己

古老的传统习俗；厦门众多民间传统工艺如彩塑、珠拖已经消失，如今硕果仅存的只有漆线雕(作为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在北京公示展览)，而市民对厦门这项特有的传统工艺也知之甚少。她认为闽南文化

能成为中小学生的校本课程，“有总比没有好，至少能让学生了解一些闽南文化。”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46期，罗雪挥、张炫《保护文化，但不能垄断市场》一文中说：中国著

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的播放，他脱口而出的质疑将自己推到了“反韩流”的浪尖：“如果我们的

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在接受本刊记者核实时，张国立

强调：“说‘汉奸’只是玩笑的口吻，但谈到本国文化产业的保护，我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张国立

认为时下“新韩流”泛滥，说“文化侵略”有些狭隘，但是给我们的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实际上，作为一种流行强势文化，当下的韩流类似于美国文化，所到之国，势必要遭到一定程度的抵

制。北京影评人朱靖江曾经访问多国，发现即使是像伊朗这样绝对禁止美国电影、而且本国电影已经形

成相当的文化价值的国家，美国大片盗版碟也在泛滥，“越禁止渗透的越广”。“文化产业的全球化使

得民族国家的主权弱化和传统文化边缘化”，中央编译局学者薛晓源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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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中这样总结其风险性。薛晓源刚刚从德国归来，他发现德国人都有一种忧虑：德国孩子们的服饰、

装扮都模仿着美国电影，连抽烟姿势都和好莱坞明星类同，“这将直接导致人们文化审美的贫穷”。薛

晓源表示，他所接触到的欧洲人大都因此有强烈的危机感，对美式文化产品怀有深深的恐惧，诸如挪

威、瑞典等国家都建立了“文化防火墙”制度。而为保护自身文化的激烈情绪，又以法国人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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