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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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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正文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首先要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丰

富灿烂、博大精深，固然都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或者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

围内，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整体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 

  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落后的古代，世界上各大文化区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这些文化都适应了各

自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无优劣可言。也谈不上哪个先进，哪种落后。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

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

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或抵制其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

教、语言、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时至今日，在世界多数国家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的条件下，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

碍。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

自愿接受为前提。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别人已有的信

仰、文化、观念、模式而代之。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其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直到改革开放，

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

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当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

带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 

  中国文化走出去，还要立足于学习世界文化。我们不能坐待各种文化主动传入中国，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比较

借鉴，同类文化优劣立显，取长补短顺理成章。中国既然已以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自期，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

优点是必不可少的。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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