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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的对接 

——在“现代社会中的传统生活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  陶立璠 

非常感谢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邀请我参加这样一次盛会。天津大

学不止来过一次，也非常愿意到文学艺术研究院这个艺术殿堂。每次来都有

一些新的感受、新的收获。特别是今天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当代社会中的传

统生活”，我也特别感兴趣。冯骥才先生上午讲到为这次的中心议题选择了

一个切入点，即天津皇会。而皇会是与妈祖文化联系在一起。关于妈祖文化，

刚才有的先生也讲到了。过去我也不止一次参加过天津举办的妈祖文化论坛，

写过一些文章，都发表了，没有特别多的话要说。我想就结合这次会议的中

心议题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当代社会中的传统生活”，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好。当代社会中的传

统生活，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能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都会遇到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讲到“传统”，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什么

是“传统”？传统，狭义地讲，大概指的是三代以上所形成的精神、风俗、

道德、思想以及制度。如果一代以20年计，三代以上大概是六十年的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四年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传统应该是这六十年

之间形成的精神、思想、道德以及风俗文化，传统应该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是小传统。广义地讲，三代以上是指又是指中华民族的大传统。 

如果按照“传统”的这个界定，从小传统到大传统，回想我们今天的生

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在传统里面，还是在现代里面。在传统

与现代之间如何定位自己的生活。刚才听了几位先生的发言，特别是来自英

国巴斯大学的印度籍教授余德烁先生的发言。他说，印度是一个传统社会，他

们的传统没有断裂，虽然一般民众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社会从思想精神状

态来讲，人们过着非常稳定的传统生活。中国媒体也有报道将印度人的生活

思想观念和中国人比较，印度人虽然穷，但是不仇富，很安于现状。按照余先

生的说法，印度传统生活中有信仰支配着人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

开信仰的支配。但是今天的生活中我们究竟信仰什么？我们传统生活中的许

多东西已经断裂了。乌丙安先生刚才讲要修复传统，但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情。比如中国的春节文化，延续了几千年。过去人们怎么过春节，今天又是

怎么过的，我觉得中间有很大的断裂层存在着。要把这些断裂层修复起来是

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国人现在感觉许多节日，包括春节、端午、中秋等等，

过去大家都能过得津津有味，觉得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东西，今天完全不一

样了，已经完全变成一种吃的文化。春节吃饺子，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

月饼，只剩下这样一种概念。当然我们不能轻视舌尖上的文化，吃的文化可

能使节日文化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间多少留下美好的回忆。因为吃，留下的

记忆是不会完全断掉的。 

想想我们今天的风俗、道德、思想应该是什么。按照“小传统”的定义

来讲，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主义在我们身上究竟留下了什么印记，

它与我们的生活怎样建立了联系。我们这些人，特别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

有在座的我的两位老兄（乌丙安先生和刘魁立先生），都是共和国新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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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与旧的传统比较起来，今天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样的。我总觉得我们

缺少的东西，正好是大传统留给我们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所以有时

候总觉得内心空荡荡的，自己都无法给自己定位，更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

的生活状态。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总觉得我们今天的生活和传统，和现代

比起来显得不伦不类。传统似乎没有全部丢失，一年四季也都在过节，也都

在走亲访友，人和人之间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和传统相比，却又

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不得不做一系列的反思。如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离传

统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是传统生活影响了今天中国人的生活，还

是现代生活影响和绑架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者已经取代了我们今天的传统

生活？传统生活是否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讲传统就不能过现代化的生活，过

现代化的生活就必须要脱离传统？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

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如何和谐对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着

更多的选择。使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能够生活得非常和谐。这是我想的一

些问题。 

今天我们无疑是生活在一个现代化、信息化的社会中，特别是物质生活

已经非常现代化了，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信息化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到

了。过去我们的生活中，常讲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变成了四个字：“身手钥钱”。“身”是身份证，

“手”是手机，“钥”是钥匙，“钱”是钱包。这四样东西我们出门少不

了。假如不拿手机，就像光着身子出门，特别不自在。无疑于中断了与外界

信息的连接。传统生活中这四样东西不见得有这么重要。过去出门拔腿就

走，不考虑这些。现今出门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昨天我们从北京到天津，首先

就要考虑怎么出行，怎样从北京的拥堵之中突围出来。过去出门靠步行、骑

自行车、坐公交，选择哪一种都可以。今天出行的顾虑就多了。还要考虑环

境问题。过去谁会知道PM2.5是什么东西？更不会去考虑它，今天就不能不考

虑，因为它已经危及到你的生命。像北京的雾霾天气，过去我们不是没有经

历过，但今年显得特别严重。有个日本留学生，不敢出门了，吃的东西都从

日本寄过来，说是过敏。当然我们的抵抗力是很强的。这就是说，现代生活

和传统之间形成了很多的纠结，生活不能不受到影响。 

现代化与传统观念的冲突随处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大家

想一想，这种节假日真的是“黄金周”吗？媒体上都在讲今年的“黄金周”

是“垃圾周”。凡是人多的地方必然垃圾成堆。天安门广场一天清除出十多吨垃

圾。八达岭长城六天清理出一百零九吨垃圾。这样一种环境如何生活？生活

现代化了，有了“黄金周”，大家争着出去旅游。九寨沟，北京故宫、八达岭

等景点人满为患，以至出现九寨沟游客攻陷售票处的事情。这就是说，今天

我们的生活从公德上讲，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这种状况我们每天都

会遇到。我们生活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垃圾分类

在北京嚷嚷了二十年多年，但是如今的状态和二十多年前一样。垃圾箱设了

不少，有着分类标志，但是谁会理那一套？北京的环境被迫我们不断去适应

它，而如何将传统融入其中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种状况使民众处于无奈

之中。没办法，向谁去呼吁？这就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大家都在谴责中

国人道德滑坡，但这种滑坡的责任归咎于谁？好像谁也不负责，处在了一种

尴尬的境地。 

讲到传统，我觉得传统是向后看的。借助传统可以知晓我们的祖先、前

辈是如何生活、如何思考的。每一个传统里面都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所

以我们要经常向后看，这样可以把许多优良的传统作为楷模一代代传下去。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印度一样丰富多彩，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生活各方

面的需求。思想、道德、精神，以至于各种各样的风俗文化，都是我们的祖

先创造出来的。这些风俗文化每时每刻都在塑造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

成长都离不开传统创造的环境。离开了风俗文化，离开了传统道德就不可能

形成完整的人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现代化是向前看的，主张创

新传统，展望未来。中国的传统生活原来遵循着一系列儒家的思想和道德标

准，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孔老夫子讲的“已所不欲，勿施于

人”等。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给我们的。其中“修身”是第一要务。中国人的道德

系统中，都要求从我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形成社会的合力。另外还有“礼



义廉耻”，也是“修身”很重要的准则。所以无论现代社会怎么样变化，高科技

怎样发展，几千年来形成的做人的道德原则是不能变的，这就是传统生活与

现代的关系。传统和现代化并不矛盾，一些发达国家就结合得非常好，即是

传统的，也是现代化的。我们今天应该是把传统生活与现代化和谐地对接起

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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