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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文化自文化自文化自觉觉觉觉与与与与中中中中国国国国文化的可能文化的可能文化的可能文化的可能贡贡贡贡献献献献 

乐黛云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文化的精髓文化的精髓文化的精髓文化的精髓为为为为解解解解决当决当决当决当前世界前世界前世界前世界问题问题问题问题不不不不断断断断提供提供提供提供着着着着新的思考方式，引起了新的思考方式，引起了新的思考方式，引起了新的思考方式，引起了

西方文化界的西方文化界的西方文化界的西方文化界的广广广广泛泛泛泛关关关关注。注。注。注。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

历、形成过程、特色及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
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

选择的自主地位。“自知之明”就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认识自身文化

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在在在在历历历历史和史和史和史和现实现实现实现实中探索文化新起中探索文化新起中探索文化新起中探索文化新起点点点点 

  具体说来，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和种子，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费孝通先

生举了几个例子。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一是强调世代之间的联系。一个人

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培育出优秀的后代。二是

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中国传统文化的最

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道并行”是“不
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一

体”。三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是倡导以德服人，反对以

力压人，追求“合理合法”、“礼法合治”等。这些都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曾切切

实实发生过或正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

中涵育出来的精髓。  

  我们不但要了解传统，还必须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看待未来。也就是说，

要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为未来的文化探索一个新的起

点。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是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而且是要按现代的

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文化历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当代文化和他种文

化学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自觉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在多

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新语境里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

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贡献。 

  总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

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自觉。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文化文化文化文化为为为为世界提供新思路世界提供新思路世界提供新思路世界提供新思路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两大思潮。一是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



 

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也就是要依靠美国的强大力量来统治世界，听任他们占

领全球资源，覆盖多元文化，推广单一的意识形态；二是世界大多数人的所思所

想。事实已证明，美国的单边统治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会导致更大的反抗和更

多人的死亡。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一种多极均衡、文化多元共

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全球化”。后一种思潮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走过去帝国

殖民统治全球的老路，而要创造全新的思想和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久远、文

化资源极其丰厚的大国，有可能、有条件抵制前一种思潮，为后一种思潮提供可

能的新思路。 

  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精髓为解决当前世界问题不断提供着新的思考方式，引

起了西方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比如关于个人和“关系”。在2010年10月布鲁塞尔举办的中欧高层文化论坛

上，赵汀阳提出了由儒家思想发展出来的“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认为其或许有助

于缓解争夺物质利益的冲突问题。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关系作为基本单位来分析

人类行为和价值观，思考重心不在个体而在关系，但并非否定个体利益，而是优

先确保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保证各自利益，优先考虑关系的最优可能性

以求开拓更大的可能利益和幸福。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无法解决冲突

问题，也就永远处于风险之中，难免自取其祸。关系安全（互相伤害最小化）和

关系利益（互助和协作）才是每个人的可及利益的限度和必要条件。中国文化寻

求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某种结合点，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处也”、“盗亦有道”。赵汀阳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深入思考，大家对之有争

论，但均认为更换一种思考方式极有启发意义。 

  又如关于“情”与工具理性。回顾历史，理性原是资本主义初期人性从神权、

皇权获得解放的根据，但如今却已退化为支配和控制人的力量，成为统治人和自

然的工具。绝大多数人被机器和物质功利捆绑，理性和越来越精细的分类使人的

视野越来越逼仄。西方哲学家已深深感到，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之外，还必须

强调“审美境界”、“诗意的栖居”和情感之维。海德格尔更是指出，人类不应凭恃

自以为无往不利的科学理性去分析、分解一切对象，因为其结果恰恰是遮蔽了对

象本身，好比“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 

  以礼乐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前就强调“道始于情”。礼乐文化的

核心不只是理性认识，不只是道德伦理，也不完全是“情本体”，而是一种既合乎

理性又合乎人情的、合情合理的“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是一种文化伦理的“情
理”。在“物化”、“功利”笼罩着社会生活的今天，审美文化超越人类的物质利益生

活层面而将生活提升到精神高度，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时空、讲究“空明若

镜”的审美文化，对于追求“诗意的栖居”的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再如关于“天下体系”的讨论。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带来3个世

纪的战争灾难。西方传统开创了从“个人—民族国家—国际社会”这样由小到大的

思考方向，最大思考单位止步于“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只不过是民族国家之间

的利益博弈场；中国古代的“天下理想”把“天下”看做“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

小的方面讲，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大的方面讲，是“天下—国（诸

侯）—家”，相信每个他者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就

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正是我们今日世界所渴求的。 

  “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帝国理论”的另一种概念和思考方式，渐为人知，引

起世界思想界的重视。欧盟跨文化研究所所长阿兰·李比雄说：“一个更新的天下

理论可能有助于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混乱局面找到一条解决之道。”他认为这

种“替换性”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撕破那种线性的逻辑”，“脱离那种目的论的时间

和黑格尔式的历史愿景，而去考虑一种新的、开放的时间经验和历史经验”。香港

大学原校长王赓武用“天下和帝国”作为他2006年出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就任演说

的主题，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目前，人们深感必须对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

重建一种基于生活质量、可持续的文明。这就要依靠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和文

化自觉。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说，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

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

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一起互相完善。亚洲人对感情更

加敏感，从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重于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而不是西

方启蒙主义所强调的“重塑”自然。两大精神潮流贯穿于今天，一是在一个日益物

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

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他认为，为了达到这些共同的目的，让人

类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思想和理念，在这点上，

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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