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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要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积累，作为一种人类智慧的花朵而存在，作为人类

文化生态的一部分而存在。这些文化的价值，有些已被认识，有些正在被认识，有些尚未被认识。但

是，许多人在担忧：全球化“化”掉的首先是民族文化。有两种常见的心态：一是原汁原味地保存，谁

也不要动，采取文化孤立主义，固守一隅；一是完全抛弃，以为全球化早晚要消灭这部分民族文化，何

必再保存、发展？对于藏族文化的心态大致如此，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发展藏族文化，是值得讨

论的重要题目。  

    一，四大挑战  

    在未来百年中，藏族社会将处于以下大趋势的影响和挑战之中：  

    1，经济全球化，使藏族社会面临市场挑战。主要影响有三：其一为外货（外国商品）进入。其二

是外资（各种形式的外资引进和投入）进入。其三为“外人”（随着市场而来的各种身份的外国人）进

入。这一进入引起严重挑战。 2，教育全球化，使藏族社会面临人才挑战，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告

诉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再不会有单一的民族地区存在，因而也将不会有纯粹的民族教育存在。西藏

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过程，是自身对新型教育不断加大需求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自我

特色逐步减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必然的社会发展过程。  

    3，媒体全球化，使藏族社会面临思想文化挑战。思想，尤其是文化思想和文化思想的核心——哲

学等，将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一切新的思想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科学的，通过先进的媒体，一些腐朽的思想也可能传播开来，

来毒化人们的思想。而许多民族的优秀的思想，也或许由于载体的落后，永远沉匿于历史苍穹之中。  

    4，网络全球化，使藏族社会面临“语言”挑战。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语言种类的减少。据有

关部门统计，人类使用的6000多种语言，在２０世纪已经消失了一半，专家们分析，在未来200年中，

有80％至90％的语言将永远成为历史。网络化等新型大众语言载体的出现，无疑加剧了语言的消亡脚

步。   

    二，四种对策  

    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清楚自身的优势，明了自身的特点；认清自身的

社会文化价值，选择合理、科学而有效的战略对策。  

    1，有人说，对外开放的目的是“让别人挣钱，让自己发展”，我以为有一定道理。不能让自己发



展的开放，或者只让别人挣钱的开放，会使自身的处境”雪上加霜”。发展是硬道理，只有让自己得到

充分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强者，全球化的强者，我们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1986年我在写《藏族文化与现代化》一文时提出藏学要实现学术重心的转移问题；90年代初，

我提出了藏学学科的学科现代化问题，传统学科的存在在于发展，传统学科的进步也在于发展。  

    3，新中国建立50年来，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中一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

科学思想的宣传、教育。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都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媒体中，

包括一些反动的、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形态。对此我们应该高度警惕，作为一条战略原则，我们必须

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宣传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我们的国家能保持长期的政治

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  

    4，语言在文化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因而语言的保存首先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使用；二

是发展；三是权力部门的保护措施。 

    三，三个把握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运作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把握一些要害环

节。我以为以下几点比较重要，应紧紧把握：  

    一要把握理论。从理论上，我们必须要看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不懂得这一点，就会

缺乏对社会整体规律的认识。比如全球化是大趋势，我们有必要认清全球化的特点，发展它而不是阻挡

它，推动它而不是反对它。  

    二是要把握政策。坚持独立自主是我们的一贯方针、政策，在未来的岁月中这一条照样需要。全球

化表明了一种趋向，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我们切不可幼稚：全球化并不可能一夜之间取消

国家、民族，国家和民族仍然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生存的基础。全球化与“国家化”（民族化、地区化）

将长久地作为一对矛盾体而存在，尤其是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全球化甚至被西方资本主义利用来进行

西化、分化中国的手段，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后世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调适

全球化与“国家化”（民族化、地区化）的关系。既要尊重全球利益，也要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

 

    三是要把握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但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原则问题，也是

一基本的方法问题。要研究藏区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语言环境、文化环境问题，要针对更为具体的

环境条件，更为具体的问题，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文化发展问题。在中国，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

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里描述的不但是个政治原则问题，而且也是对中国民

族客观环境的描述，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对实际问题的把握问题。不能背离具体环境，只有这

样，才能解决好全球化背景下藏族文化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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