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文化　现代性与主体性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九届学术年会文集（２０１１年度）

（哲学·历史·文学学科卷）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上海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九届（２０１１）学术年会

组 织 委 员 会

主　　任：杨振武

副 主 任：秦绍德　潘世伟　沈国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荣生　王国平　王　忠　冯　俊　左学金

刘世军　吕　贵　何勤华　张济顺　李友梅

李　进　李　琪　杨洁勉　陈　昕　周振华

郑成良　胡　伟　桑玉成　莫负春　谈　敏

彭希哲　童世骏　裘　新

　　组委会秘书处：

秘 书 长：刘世军

副秘书长：生键红　徐中振

学 术 组：徐中振　田卫平　王克梅

会 务 组：吴伟余　应毓超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九届（２０１１）学术年会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任：沈国明

副 主 任：桑玉成　刘世军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方华　王立民　王晓明　邓正来　叶　澜

刘　华　华　民　张曙光　李友梅　吴晓明

陈　宪　陈思和　周振华　林在勇　林尚立

俞吾金　俞新天　姜义华　胡　伟　袁志刚

顾功耘　黄仁伟　葛兆光　彭希哲　童世骏

熊月之　潘英丽



００１　　　　

前　　言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２００３年发起

创办，至今已是第九届。年会一直秉承这样的宗旨：聚焦经典学术，构筑交流

平台，展示文化魅力，繁荣社会科学，营造公正、开放、活跃、民主的学术氛围，

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构筑高层次、权威性、品牌化的学术文化公共平台。年

会充分发挥大型学术论坛参与广泛、学术规范、形式多样的特色和优势，在繁

荣发展上海城市文化、促进社会科学界的交流融合以及服务专家学者的理论

研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届学术年会由大会学术活动、学科专场学术活动、学会学术活动和主

题专场四大系列组成，主题为“中国道路：１９１１—１９２１—２０１１”。其中，大会学

术活动主要内容有主题学术报告、名家学术讲演等。学科专场共有六个，分

别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专场，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百年变迁”；哲

学·历史·文学学科专场，主题为“中国文化：现代性与主体性”；政治·法

律·社会学科专场，主题为“中国道路———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管理

学科专场，主题为“体制改革与转型发展”；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

学科专场，主题为“１９１１—１９２１—２０１１：中国道路与世界变迁”；青年学者专

场，主题为“中国百年学术路：古今中西之间（１９１１—２０１１）”。各专场学术活

动由上海市社联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

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联合主办。学会学术活动由本市社科界各

学会具体组织承担。主题专场研讨会将在复旦大学举办。

本届年会共收到应征论文８４２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年会文集，就是从

中遴选出的优秀论文和摘要论文的汇编，共设六卷，即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

卷、哲学·历史·文学学科卷、政治·法律·社会学科卷、经济·管理学科

卷、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和青年学者文集。所收论文，涵

盖哲学、历史、文学、教育、法律、政治、社会、经济、管理、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

科学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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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感谢在学术年会筹备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本市有关学会和各高

校社科科研单位，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学术年会工作的各位领导和专

家学者。同时，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文集出版工作所付出的辛勤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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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

文化自觉与文化现代性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贺善侃

［内容提要］　文化自觉即对自己民族文化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文化自觉是文化现

代性的题中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

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要

求，体现经济全球化、现代科技、改革开放等时代特征的文化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文

化要求以现代主体意识的弘扬为主旋律，以文化自觉性为前提。提高文化自觉，必须以

积极的、辩证的态度对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国文化，必然内含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提高文化

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觉地甄别精华与糟粕，吸收传统文化

中能够为现代性所容纳、所必需的内容，并把其改造、提升为现代性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现代性离不开文化的全球化。提高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

是加深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间关系的认识，正确认识民族文化，正确对待世界文化，

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当今，提升文化自觉性，克服对

西方文化的热衷，跳出把文化西方化与文化现代性相等同的认识误区，对坚持现代文化

的社会主义方向，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极为重要。

对于正处于现代性之途中的当代中国，人们在顺应、改造现代性方面远未达到应有

的文化自觉高度。因而，提升文化自觉，培育清醒的现代性文化意识，促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不能不是当代中国面临

的重大现实课题和理论课题。

一、文化自觉：文化现代性的题中之义

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理解，所谓文化自觉，即生活在既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其文

化的“自知之明”，也即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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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

简言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

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

先生将此总结为１６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此，可从纵向

与横向两方面说明。

纵向的眼光即历史的眼光。从历史的眼光看，文化自觉就是要了解本国文化的根

和种子，了解本国文化的传统。费孝通先生说，种子是生命的基础，没有生命得以延续

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

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②费先生认为，

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并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

实事，是从悠久的文化历史中培养出来的精髓。主动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

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

要延续并发扬光大，只有种子还不行，还要创造条件，让种子开花、结果。费孝通先

生认为，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

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

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③文化自觉应包含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这种“从

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是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

横向的视野即面向全球的视野。确立全球的视野就要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

了解全球化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我们必须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

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本民族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本民族文化可

能对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贡献。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

在此，费孝通先生给文化自觉提出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

待未来，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确立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

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

能作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文化自觉论”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以一生的造诣

和追求而形成的一个观点。很显然，文化自觉性亦即文化主体性。而主体性正是现代

性的主旨之一。

作为哲学范畴的“现代性”通常或被理解为以一种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的

一种新的知识和时代（哈贝马斯）；或被理解为一种态度，如福柯指出：“所谓态度，我指

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

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

①

②

顾伯平：《论文化创新》，载《中国产业评论》第３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５页。

③　乐黛云：《文化自觉与社会和谐》，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ｈｔｔｐ：／／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４９１５７／４９１６５／４４３２５３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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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气质（ｅｔｈｏｓ）。”①综合起来，我们可以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与现时代相适应的一种

思想观念、精神气质及行为方式。

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分界往往始于启蒙运动时期，现代性的意识和行为方式也往

往指区别于信仰上帝的神学观的崇尚人的理性的思想和态度。当人类告别中世纪，在

经济领域建立起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社会领域建立起民主与法治制度时，

同样，在观念上无疑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性意识，即包括权利、法制、契约、自由、

民主等在内的理性意识、主体意识。现代主体性的凸现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兴起。同传

统人相比，现代人的主要标志就在于他们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更高的自

主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相应地，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文化自觉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这

种文化自觉是以主体性的新发展为基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植根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要求，体现经济

全球化、现代科技、改革开放等时代特征的文化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文化要求更是以

现代主体意识的弘扬为主旋律的。

在当代中国，为实现文化现代性，亟须培育以下几种现代主体意识：

一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意识。包括开放的思想观念、开放的社会心态，以及开放、

多样的社会主体交往意识等。

开放的思想观念，主要表现为对传统的、狭隘的政治偏见的突破，对困惑我们多年

的姓“社”姓“资”的枷锁的突破；从而确立起面向全球的广阔视野、科学认识不同社会制

度的开阔胸襟、自觉融入世界经济的全方位眼界。

开放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对长期形成的“以我为中心”的“孤芳自赏”、“闭关自

守”心态的突破，从而确立起勇于面向世界的“虚怀若谷”的心态；科学分析、认真吸取各

国经验，以利发展自身的心态；以及善于看待自身历史，既不盲目乐观，又不自暴自弃的

心态。

开放的社会主体交往意识主要表现为：交往眼界的空前扩大和交往的模式、手段的

越来越多样化。由于现代通讯事业的发展，电话、手机、电子邮件、广播电视等日益成为

人们借以交往的工具。这些既快捷又高效的交往手段为更为开放的社会交往意识的形

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面向现代化的自主性意识，主要表现为独立人格的形成。独立人格的形成，是

社会主体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主体性的高扬，以独立性的强化为标志。从今天的眼

光看，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阶段中，包括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

都是缺乏独立性的。只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在机器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

条件下，人类及其个体才获得较强的独立性。人格独立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① 福柯：《何为启蒙》，载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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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独立人格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经

济上的人格独立性体现为现代经济活动所需的竞争意识、信息观念、时间观念和效率观

念等；政治上的人格独立性体现为现代政治活动所需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主人翁精

神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体制运行机制（如政务公开制）的形成；文化和教育上的人格独

立性体现为开拓创新精神的强化、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终身教育观念的提升等。凡此

种种，无不是社会主体自主性的加强。

三是面向未来的创新性意识，首先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创新。这种创新贯穿于改革

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先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用实事求是代替“两个凡是”；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

级斗争为纲”；用开拓进取、改革开放代替僵化、停滞；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代替

对社会主义的“左”的理解。后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全党全国又一

次引起思想大解放，人们摆脱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

思想束缚；摆脱了所谓“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

东西”的传统观念，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这次主体意识的创新在

全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又一次推进了我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我国思想观念的创新更是不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

思想并写入党章；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在所有制结构方面

形成了新思想、新观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新突破；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

“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新时期建党理论的新突破；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的形成等，一次次思想观念的创新，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

供了与时俱进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自觉：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

根据费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坐标，提高文化自觉，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

认识，阐析其内涵，把握其精华，发掘其价值；既不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持历史虚无

主义态度，一概加以否定，也不能采取历史复古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古人好，搞什么“中

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甚至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中国一

百多年的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道路；甚至认为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还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

夷变夏’的过程中”，提出要解决百年来的“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把儒教重新定

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①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显然与文化自觉的境界

① 乐黛云：《文化自觉与社会和谐》，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ｈｔｔｐ：／／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４９１５７／４９１６５／４４３２５３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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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而驰。文化自觉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思考，是一种博古通今的文化境界。提高文化

自觉，必须以积极的、辩证的态度对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融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的统一。这是两种具有不同价

值取向的文化因素。文化的现代因素，指反映当前时代性，体现时代精神，顺应时代要

求，符合时代潮流等文化特性。文化的传统因素，则是指文化中反映或包含以往时代内

容特性的因素。文化作为引领社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当然要反映时代性，时代性

是体现文化精髓的主导方面；但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是维系民族存在的根

本、维系民族团结和凝聚的纽带，以及促进民族进步的思想保证和精神载体。一个民族

如果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经济再现代化，也会被人视为一个业已消失的民族，或是别

的民族的复制品。文化名人许嘉璐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先进的科技可以导致亡

国，而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则可以导致亡种，亡种比亡国更悲惨。①正是

鉴于此，２００４年，季羡林、许嘉璐、王蒙等文化名人联合署名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号召

中国人民起来反对“文化入侵”。宣言主张：“每个国家、民族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

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

化因素。”②

文化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矛盾中产生和发展，任何现代性都是从传统性的土壤中

孕育和生长起来的，现代性中必然含有传统性因素；而今天的传统性，曾经是过去的现

代性；今天的现代性，又必将成为明天的传统性。在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文化整体中，

现代性和传统性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因而，现代性和传统性是文化建设的两个重

要维度。正确处理这两个维度的关系，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为核心内容，以反映当今时代风貌的思想文化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一方

面，它无疑是当代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另一方面，作为从中国传统

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当然内含中国传统文化因

素。提高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觉地甄别精华与糟粕，

吸收传统文化中能够为现代性所容纳、所必需的内容，并把其改造、提升为现代性中的

有机组成部分。在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中，有一些内容是超越时代的。文化的发

展具有连续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借鉴的地方，诸如：

其一，对和谐理念的关注和强调。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贵和尚中”，“以和为贵”等，无不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

我心灵世界的和谐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无疑成为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思想渊源。

其二，对德性的呼唤。中国传统文化以强调伦理德治为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诚

①

②

参见涂成林等：《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０页。

季羡林等：《甲申文化宣言》，《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４年９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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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守信的传统美德；注重“理想人格”的培养，强调正直的“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楷模；注重“修身养性”，道德情操的陶冶；注重实践

（行）的价值取向，“修身为本”，“治国，平天下”，参与政治、变革社会、“治国安民”，以至

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等，无不为当今的思想道德建设

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其三，对人道的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始终是世界的中心。孔子认为，在天

下万物中，人是最重要的。同鬼神、牛马相比，首先应该关心人。墨子称“兼爱”为“圣王

之法，天下之治道”，认为天下的一切祸害皆起于人们之间“交相别”（相互对立），所以讲

爱不应有亲疏，而应该是“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即要求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

样，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汉代以后，儒家的“天命论”和佛教、道教的一度盛行，或多

或少地削弱了重人道的精神，但神学的观点始终未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贯穿中国传统哲学始终的一根主线，一直是重人道的精神。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人道

的价值取向显然是当今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并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

的核心价值的思想渊源。

凡此种种，都是可以用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文化自觉的重要任

务就是自觉地挖掘这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提升文化自觉，又要避免不加分析地一味固守本土民族文化，一概排斥西方文化和

现代文化，固步自封，不求进取的倾向。近代中国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

中的一股强大势力。鸦片战争结束后，文化保守主义采取的是反对改革的极端态度，坚

持“天不变，道亦不变”。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洋务派采取了“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态度。这种遮遮掩掩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化界。其典型代表是梁

漱溟。他认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不适合中国，只有走“孔子的路”，即复兴中国传统文

化，才会找到中国社会的出路。以后，以新儒学为代表的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尽管也承

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科学和民主，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和民主，但却认为中国文

化不缺少科学和民主的萌芽和胚胎。即使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文化保守主义依然存在。

如有些人打起“中国特色”的旗帜，以保护传统为借口，拒绝改革，拒绝创新。显然，不加

分析地全盘肯定民族传统文化，并非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其基础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与这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相对应的是封建的专制皇权制度。在这样的经济、政治背

景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许多封建主义糟粕，诸如：权力崇拜、

个人崇拜的封建皇权思想；官本位、专制主义的封建等级思想；任人唯亲、唯书唯上的封

建宗法思想；以及缺乏公民意识，缺乏民主法制观念，缺乏创新意识，缺乏科学精神，缺

乏竞争意识，轻视效率，重农抑商轻利等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说，依附于封

建小农经济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宗法伦理文化，缺乏民主、法制和科学的理性精神，

不能支撑现代工业经济，因而缺乏内在的向现代文化转变的动力。要弘扬中国传统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