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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结

构体系相互消长#不断更迭的过程中而延续发展的$具

有一定的时代性$而经济#政治状况的嬗变#社会形态

的历史演变是造成这种时代性的根本原因% 从鸦片战

争到新中国成立百年时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发展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国家#民族矛盾极度激

化#社会剧烈变动引发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中

国近代史上出现了规模空前的颇为壮观的文化变迁%

一$觉醒与探索

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

文明史$ 儒家文化体系在封建社会各朝各代的思想统

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仁#义#礼#智#信'等文化传

统在改造国民#引导中华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维护封建

政治统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统

治下$ 儒家文明不可避免地被统治者所利用而变得扭

曲$人民群众的思想被禁锢$这种文化专制最终导致封

建小农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社会高度腐败% AB世

纪下半叶至 A"世纪$清朝末期的中国闭关自守$固步

自封$潜伏着许多危机$而此时的西方工业文明正在蓬

勃兴起$东西方历史走向出现反差%随着西方殖民主义

势力的向外扩张$ 代表两种文明较量的鸦片战争爆发

了% 这次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的

迷梦$少数有志之士开始走上艰辛的文明探索之路%AC

世纪四五十年代$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开始注意了解

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翻译西方书刊% 林则徐在广

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 组织翻译了英国

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 魏源在(海国图

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认为要改变中国

不断战败的形势#抵御外国侵略$就要学习先进的军事

技术和科学技术%到 AC世纪 B#年代$王韬#薛福成#郑

观应不仅主张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而且要求吸纳西

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即从文化路径上&师夷长技以制

夷'% 这时$&儒者不言利'之说开始被谋利致富的价值

观所取代$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传统心态遭到重创$

但少数&开眼看世界'的爱国开明之士已具有朦胧的民族

觉醒意识$对中华民族的成长具有思想启蒙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将整个

中华民族推到风口浪尖$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亡国

灭种的危机感$民族意识普遍觉醒%严复在(天演论)中

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认为

时代变化了$人们的生存态度就应发生变化*他还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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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变!用"不变!体"进行了总结#认为

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变"#必须从文化价值理念上开

始$ 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变者天下

之公理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

亡"#他们不仅注重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

说#而且强调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这次戊戌变法虽然

失败了# 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封建君权和封建

纲常伦理#在顽固的封建思想链条上打开了缺口$随着

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 以民族资产阶

级%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力量的资产阶级革命

派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他们其中很多人是日

本%欧美留学生#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有更敏

锐的认识$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举起民主革命的

旗帜#建立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发动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结束了统治中国两

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

心$皇帝的权威一直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

犯的# 而现在被打倒# 这对人们的心灵是一次大的震

撼#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华民

族探寻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不断遭受挫折#一部

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 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已无法对抗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 而西方资本主义文

化中的进化论% 天赋人权说也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

建中国的境遇$要想消除!亡国灭种之病根"#实现人们

思想上的彻底解放#既不能简单的回归传统#也不能继

续照搬资产阶级学说#于是 !"!#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

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对阻碍社会进

步的封建文化展开猛烈批判$陈独秀%鲁迅等人批判了

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孔学和孔教#他们大声疾呼&

!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

何以造新国民'"新文化运动倡导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

法研究社会#以救治中国$这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思想解

放的潮流$ 然而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资本主义

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 他们使用的批判

方法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目的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

家"$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

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

己走向解放之路$ 这时的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

朦胧的向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还仅限于个别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

分子在中国掀起一场研究%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

动#他们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注意从中国

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从此中

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提出建设新民

主主义文化的主张$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

提出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

民主主义文化观既反对对待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又

提倡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化建设也进入新阶段$

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文化"# 到 !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

荣"#再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建

设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党和国家对文化软实

力的重视#使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繁荣发展

中得到充实%提高和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奠定文化

基础$

二!批判与继承

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的反

映# 又推动着社会现代化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

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华文明史

依据不同历史的不同内容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史#自

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

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

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

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默

念以至今日#是为世界致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

之民族#与西方交涉竞争之时代$"

&'(

!中世史"大体相当

于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史$ 在两千多年的历

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孕育了浓厚的传统文化#如灿烂的

古代文明%悠久的文学艺术%高尚的伦理道德情操%务

实求新的辩证思维方式%耐人寻味的智谋和智慧等$它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最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领

域都发生了激烈的变革# 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学

派%不同思想#主张!仁政"的儒家%!兼爱"的墨家#!无

为"的道家#或是主张!法治"的法家等都在多元的政策

取向和活跃的学术氛围中以自己的思想和标准去游说

各国统治者$诸子百家的思想在交锋中相互激荡#促成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繁荣局面# 影响着西方近代

文明的发展$ 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欧洲启蒙运动

开始时就已成为欧洲的名人# 他的思想曾是反对欧洲

君主神权统治的思想武器# 对美国民主的发展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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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影响! 唐宋以其文化政策的包容性和民族融合的

高度发达"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文化繁荣的高峰!

唐代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 为士人打开了较为宽阔的

入仕道路"寒门子弟也有机会走进文坛"史学#书法#音

乐#舞蹈#绘画#雕塑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唐代儒#佛#道

并存体现了其包容多样的文化政策" 促进了多种文化

间的交流! 宋代继承了唐代开明的文化政策" 尊重人

才#优礼儒士$提倡儒#佛#道三教并重"宋学理学就是

在儒家的基础上吸纳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而形成的"造

就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又一高峰! 对于五千年的传统文

化"我们要对其加以改造#吸收#利用"把它熔铸成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继承中国传统

文化" 要坚持批判和吸收并重的原则"%决不能无批判

的兼收并蓄" 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

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

!"#区别开来"吸收其民主

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

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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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

!$#

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大体相当于%近世史&"经历

了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解体与重建过程!这一时期"中

国的大门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 欧美风雨狂袭而

至"传统文化的核心发生了危机!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

化并没有被打垮" 它通过内在的自我批判和创造性转

化一次次焕发出生机!五四运动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汇通使中国知识分子勇敢地直面现实" 他们敢于批判

传统的旧文化"敢于宣传和接受西方的民主#科学"敢

于采用新形式表达新观点! 许多人认为解决中国的发

展困境必须从西方思想那里寻找观念支持" 而要做到

这一点只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 以这种激进的方式

反对和否定传统文化" 无疑对文化发展产生了负面影

响!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中国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才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但 %&世纪初期的

文化价值取向是多样化的"有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

文化自由主义"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

义"以%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

潮! '("(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说"

%我主张全盘西化" 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此

时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有努力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

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

衷调和的中国文化本位!&

!)#陈序经在 "&年代中期也提

出%全盘西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在根本上既不如

西洋文化之优美"又不合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

不彻底全盘西化&

!*#

!他们激烈批判中国传统"主张中国

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与西化思潮相反"文化保守主义

思潮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 甚至夸大传统文化特别是

儒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 其主要代表梁

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的'人生观(对于

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定位和奠基意义"他们认为"科学的

进步必然带来道德的沦丧" 西方文化不能解决精神文

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中国固有文化"要维

护传统文化与道德!针对%全盘西化&#%中国本位&等文

化思潮"%+世纪 ,& 年代张岱年等人就提出 %综合创

新&的文化观"要超越激进与保守两个极端!张先生说)

%我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

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 我这种主张可

以成为*综合创新论+! &

!-#这种文化观以开放的胸襟和

平和的态度" 面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摒弃中西对

立#体用二元的固定模式"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

化理论的总体思路和基本主张!这三种思潮在 %&世纪

整个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映射

着如何对待西方外来文化的问题!对待一切外来文化"

我党一贯主张尊重其他民族的利益" 学习其他民族的

优秀文化成果!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应该大量吸收外

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一切外国

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

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

和糟粕两个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

!.#

三!创新与超越

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剧中人和剧作者/ 知识分

子作为人民群众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特殊阶层/肩

负着精神文化生产#传承和创新的重要使命"是我国文

化传承创新的主力军! 近代知识分子作为近代社会文

化变迁中的特殊群体"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传播新

文化#改造中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西方强势文

明的猛烈冲击下"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新式学堂的兴

办"留学生热的兴起"先进知识分子对如何处理传统哲

学的框架和概念与西学作出了不同反映! %中体西用

论&不过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应付%两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 而提出的缓兵之计" 在维新变法失败

后"陈独秀#胡适以绝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化的

冲突"以近代文明来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彻底改造中

国传统社会! 对待中西文化"要么绝对好#要么绝对不

好的形而上学观是错误的! 0(世纪末期"受近代进化

论的影响" 严复明确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复

古的价值取向"肯定西学积极进步的价值取向"主张批

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西结合的现代新文化!相

对于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和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主

()



义! 知识分子在探索和改造传统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

程中不断进步"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中

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 不断推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

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和历史超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是对传统文

化内核的继承#发扬和创新"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是我们面对意识形态多样化形势的必然

要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

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 !"世

纪 #"年代曾遭遇严重挫折! 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一

些诋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开始断言

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将走向$历史的终结%!但是!马

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越来越放射

出真理的光芒! 其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在蓬

勃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证明了这

一点"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

接受检验#丰富和发展" 自它诞生以来!每一时代的马

克思主义者都以创新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

主义! 从而延续和保持了它的强大生命力" 一百多年

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人类

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产生如此重要

的推动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发展着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这样才能牢牢把握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话语权#主动权" 对于

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为指导!认清它们的本质!分析和探讨它们产生#

发展的原因#特点和规律!科学评价其社会影响!以澄

清是非#划清界限!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最大限

度地在全社会形成思想共识" 哲学社会科学担当着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 当代世界各种文化思潮对

话和沟通的重任!担当着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及其指导地位的历史使命" 必须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体系建设$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领哲学社会

科学教学#科研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贯彻到这些学科领域中! 尽快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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