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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环球时报》11版《传统文化断层了，怎么捧》一文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问题，意即先要接

续传统文化，而不必怕把传统文化捧得太高。 

  笔者有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十分庞杂，而且鱼龙混杂。界定好传统文化是当

务之急。传下来的不见得都是宝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重要的；再有，文化中出现代际更迭是自然

现象，不见得就是出现了断层。 

  笔者以为，中华文化可以分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三个代际。中华现代文化发端于1978年

的改革开放。一般在谈论中华文化时，没有区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将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相混淆，并用

之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要求的现代文化必然与以往有所不同，它需要改变的东西很多，必然要在继承的

基础上有所扬弃。所以，与其说中华文化是断层，不如说是更迭。显然，传统文化必须置于现代文明的背

景下，才能实现其蜕变与更新。在这样的前提下，是文明总会留下，是粗劣只能被淘汰。 

  第二、恢复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主心骨吗？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一个有几

千年历史的盘子，当然比一个时尚的盘子更有价值。但它已经没有实用功能了，已经演化为艺术品；再

者，历史悠久，只是相对于过去，并不必然相对于未来。一些文明古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关键是文化传承

之外还要有文化发展。 

  我们要发展现代文化，不可抱残守缺。那些打着复兴传统文化名义的人，总是口气很大，而且理直气

壮，好像谁要说传统文化一个不字，就是不肖子孙，就是数典忘祖。难道传统文化就不需要发展了吗？什

么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承认不足，包括承认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不足。开放的深刻含义就是要向所有先进

文明学习。当你落后的时候，你就是保护住自己的某些特色，那也是落后。落后还谈什么自尊、还谈什么

主心骨呢？反而虚心向别人学习倒能形成一个积极、上进的形象。 

  传统文化不能丢弃，但是千万不能打着护持传统文化的名义而裹足不前。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

吗？由于担心失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拒绝现代文化，是一个错误理念。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替代的

矛盾关系。学习现代文化并不是抛弃传统文化，因为这两者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传统文化体现为继承与收

藏，而现代文化体现为借鉴与发展。正如你可以是古董收藏家，但一样可以以车代步、以电脑代笔。所以

不必担心失去什么主心骨。只有学习和拥有最先进的文化，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才能自信与自强。 

  （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原载：《环球时报》2006年6月23日 

中华文化没有断层 
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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