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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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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论述了在当代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以及优秀文化传统

的时代标准，同时阐述了如何继承；并批判了历史上恶劣的伪文化。  

  【关键词】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引入了外部世界的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及优秀人才，

我们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日渐富足，综合国力和国际威

望得到了大幅提升。这是自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梦寐以求的啊！作为

一个中国人，我们有理由为此自豪和欣喜，我们有理由为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景

而充满无限憧憬。  

  但是，作为一个伟大国家和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们应该清醒地

看到，在外部世界生产要素参与我国经济建设的同时，外部文化也大量涌入，渗

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解。我们的年轻

人对本民族的历史了解肤浅，对本民族灿若群星般的历史人物知之甚少，对他们

的思想著述很少涉猎，对本民族的民俗、节日、语言、文学及其他门类的艺术少

了前人的热情和挚爱。不惟年轻人，我们很多中老年人也异化了自己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  

  一、民族文化历来是一个民族的根基  

  它是这个民族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积累的智慧结晶，对这个民族发挥

巨大的指导和凝聚作用。它是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是社会意识

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元素。如果一个民族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

特色，那就不仅仅是一个数典忘祖的问题，而是一个被同化乃至最终被消亡的问

题。因此，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问题对于一个民族，就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

严重问题。  

  然而，继承和弘扬又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课题和文化课题，许多要害节点需要

预先廓清。首先，是照单全收还是择其优秀？这个问题五四运动后在鲁迅先生等

一批先进思想家那里已经有了答案。趸收是倒退到慈禧时代，其荒谬不言而喻。

那么就是择其优秀了，可是这个问题也不简单。它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拿出一个选

择标准，然后运用这个标准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拣选。近几年迫于外

部文化的进逼和对本民族文化日渐式微的担忧，理论界提出继承和弘扬问题，但

是却缺乏扎实的后续工作，使人不免有空呼口号的忧虑。  

  二、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明确我们的选择标准 

 这个标准必须符合社会进步需要和生产力发展要求，因此它具有时代性和阶段性。尽管我

们要求自己竭尽可能站得高一些，眼光放得远一些，但是我们的标准不可能成为永远不变的

定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祖宗的文化遗产作为典籍在那里存放着（包括我们现在的

努力），我们的子孙后代完全可以依据他们的时代要求制定他们的拣选标准，不断优化和发

展中华文明。这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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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下面试举几例说明。先说爱国主义传统，它表现为群体性的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尊

严，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甘愿牺牲的言论、行动和情感归属。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资本，是国家力量的表现。它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物身上表现或有不同，但它永

远不会过时，永远都应该发扬光大，尤其是在当代，我们身处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肩负民

族振兴的历史重任的时候。显然爱国主义传统符合上述标准，它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

再说儒家代表人物所倡导的仁义、自省和民本思想。“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提倡

平等和互爱；“义”的大多数历史表现是为他人和公众利益牺牲自己，有时可能被人利用和略

显莽撞，但总体不失其积极意义；自省和民本思想主张精神的自我完美和推崇生民观点，后

者和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思想有区别又有相通之处。《老子》的辩证思想为我们提供认识

世界的方法论（虽然很朴素），《孙子》的军事思想为我们认识战争、打赢战争、保护国家和

人民利益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还有后世祖冲之、张衡、蔡伦等伟大的科学实践精神和创造

精神，有王安石、张居正等革新时弊改造社会精神，有屈子《离骚》、马迁《史记》、李杜《唐

诗》、苏欧《宋词》代表的大批光耀千秋的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及史

学作品。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不同程度契合着当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需

要，它们已经滋养并将永远滋养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董仲舒等的天人合一各说，我们可以剔除他“君权神授”的荒唐内核，赋予它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新意，则此新意便符合我们的上述标准。  
  然而我们的传统文化毕竟是从漫长的努力社会、封建社会流转下来的，需要摒弃的腐朽

东西、需要革除的毒瘤和陋习也委实不少。就以“重农抑商”为例，“重农”是需要的，我们今

天仍然要给农业以足够的重视，但如果把“抑商”奉为圭皋，不给“百工”和科技以应有的地位，

我们的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如何提高，我们不是要被“开除‘球籍’”吗？还有“三纲五常”、大汉

族主义、蓄妓纳妾、人治官尊等等腐朽东西都要摒弃。  
  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在任何时代都要发扬光大。一个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者，应该牢固

树立公仆意识，应该明己明事又明于人，这样就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被阿谀奉迎欺骗。

对于下属，应该一看是否廉洁勤奋、勇于任事，二看负责工作是否卓有成效，三看在你遭遇

难题无法决策时能否提出使你茅塞顿开的建议。  
  另有一种文化危害巨大，它几乎伴随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生而产生，至今仍广泛存在，历

史亦堪称悠久。此文化或可称反文化的文化。其存在形式是：当着眼于正义与集体利益的优

秀及进步文化诞生后，总有很大一部分社会人群在自我心理意识上排斥它，不赞同它，或口

头赞同而行为不动甚至背反，还有要别人遵行而自我不行等等。这些人善打自己的算盘，脑

子飞转，口里念念，一旦发现这会与自己眼前利益冲突，他们会坐下不动或转身遁去。因为

遵行正义就要约束邪行，维护正义就可能面对邪恶；不侵占他人利益自己就难占便宜，捍卫

国家民族集体利益自己就可能冒风险吃大亏。指导这种人行为理念的核心是“私”，与我们优

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公”经常是一对矛盾关系。这种例子俯拾皆是，贯穿几千年历史，久

而久之形成与显性文化对立的隐文化。这些人没有对文化的敬畏感、虔诚心，他们自诩“聪
明”，别人也认为他们“聪明”，谁不想被人称作“聪明”呀，于是谬种流传，教化不行，人数

日渐增多，对民族与社会进步的危害也甚为可怕。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

悲哀，是我们未来发展的绊脚石，也是我们目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及许多“潜规则”流行

的根源。  
  一个民族要长盛不衰，根本的是要建立自己的强势文化，要使自己的文化永远处于先进

状态。这使我想起江泽民同志的号召：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具有长

期战略眼光的重要思想。现阶段我们要建立发展自己的先进文化，就是要在不断变革的社会

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吸取世界不同地域民族的进步文化，完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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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的拣选、继承并大力弘扬，全体公民齐心协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践行

我们的先进文化，不断推进发展使之始终处于世界文化前沿。如此，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谁

也不能阻止，中华民族的前景将无限光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将无限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