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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决定》的发表，标志着我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重

大转折。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应21世纪

需要的合格人才，成为教育界共同努力的目标。这是时代的机遇，也

是时代的挑战。作为教育者，从自己的教学中亲自感受学生中知识、

能力的缺乏并同意开展素质教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要把这

种认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从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上去认识，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必要的。

    当今世界，是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与人、人与

自然、人与环境的距离的缩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壁垒被打破，

世界经济一体化明显加快，人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似乎己在超越他们

各自所面临的问题。这一切都明确地告诉我们: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是对人的智力、创造力及各种能力的占有，人的

作用明显地强过了以往的任何经济时代。

    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向人们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人

的全面发展”、“人的价值实现”、“以人为本”等理念，影响到了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管理等各个学科领域，人才的全面素质教

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世界上经

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教育和吸收其他国家的优

秀传统，原因是高度发达的科技和丰富的物质财富，并非自然而然地

带来高度的精神文明;相反，有些国家和地区却面临着深刻的精神文

化危机，诸如个性发展畸形、人格堕落、人际关系冷漠，异化为社会

对立物现象严重存在，影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

    青年进了大学，有了高学历，掌握了高超的专业科学技术，并不

必然具有了做人的理智和良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2年的报告指

出:“现在的许多教育过高地估计了提高才能的重要性而损害了其他更



有人性的品质。”强调教育应该为社会的持续和协调发展服务。因此，

进行全面素质教育尤其是人的文化素质教育，符合高等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潮流，同时也是中国国情所要求的，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教育方

针的必然归属。多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迅猛，同时也应看到，教育中也出现了只重视与发展生产力直接相

关的学科的现象，过早地文理分家，重理工、轻人文，重职业选择、

轻素质教育等倾向;导致青年的精神追求、文化修养、身心健康等降

到了次要的位置。教育面临的事实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如果只懂一门

专业知识，或只掌握数门技艺，却不了解自己本民族的历史，不懂得

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不讲礼貌、不讲奉献、心胸狭窄、趣味庸俗，

显然达不到我国教育方针和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毫无疑问，人才

是最宝贵的资源。人是“才”的载体，“才”是人通过后天教育和训练

培养出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的综合。必须明确这种人才理念的具体内

容是什么，才可能确定目标，并通过教育这种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去

实现这个目标。今天，中国的人才内涵应该既注意到全球化语境下的

人才共性，又注意到具有本地区本民族特色的人才个性。从文化意识

的角度看，全球化语境下的人才共性应该具有三种意识，即未来意识、

全球意识和生产力意识。“未来意识”要求人才高瞻远瞩并具有远见卓

识，而不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例如，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上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决策问题上的未来意识。同这种意识相联系

的便是“全球意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全球化的今天，必

须站在世界的范围内认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是

我们准确定位、进行决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与上述两种意识相联系

的是“生产力意识”。这是“全球意识”和 “未来意识”的基础，是世

界范围内公认的人才意识。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是科技意识。当前世

界范围内的竞争如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实力及掌握这种实力

的人才的竞争。上述三种人才理念是哲学、历史、科学等人文精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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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的结晶。对于一个几千年来基本上处于封建专制状态，自然

经济、农业文化占统治地位和农民传统意识浓厚的国家来说，这尤其

显得重要。不仅如此，中国的人才观还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个性理念。

其最重要的是“国情意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表明，谁能真正地了解

国情，又能吸收世界最先进的社会意识并把它与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

加以结合，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与国情意识紧密相连的还有民族意

识。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民族，越是在世界经济一体

的形势下，越是要讲究民族特色。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个性，那就意

味着融入其他民族的自我消失或者成为其他民族的附庸，或成为被奴

役和掠夺的对象。当今世界并不是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纷争不断、

贫富悬殊、弱肉强食、霸权横行⋯⋯季羡林先生说:爱国和气节是中

华民族意识的核心。树立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我们就可以战

胜各种艰难险阻，这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最重要力量。

    文化素质教育实质上是以灌输知识为主的教育。把知识通过教师

的收集、理解传授给学生，使知识在他们的头脑中上升为“意识”，并

通过 “教、学、思、行”的过程转化为人才理念，这应该是今天高等

教育的重要目标。

    笔者从教的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多年来非常重视素质教育。为培

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

能的复合型人才，在本科教学计划中，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的内

容与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

专业的课程，并规定人文艺术类课程和社会科学类课程必须占有相当

的比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科学实证精神，提高学

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使这些学科的知识真正成为学生素质的有

机组成部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素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学生文化

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也是一个需要各方面努力的综合工程。自古以来，

在文化上成就事业者，以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两栖”文化人居多。在



教育中从事研究，在研究中从事教育，二者优势互补，互相促进，相

得益彰。文化素质课的开设，为我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如何将庞杂的中西文化知识系统化，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

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益学生的人格素养，是我研究的重点，

也是我在教学实践中努力的方向。对中西文化的成因、起源、基本要

素、基本特征、发展历史及其差异等进行较全面的梳理、归纳与解析，

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难度是相当大的。“机遇

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个有准备的头脑，离不开深厚而扎实的理论

功底、丰富的资料积累和教学实践经验。我是在努力培养自己的有准

备的头脑的。当然，由于本人的水平所限，本书的局限甚至错误一定

不少，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郭 谊

2004年5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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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绪 论

一、文化偏见的一般情形

    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风俗、生活习惯，到思

维方式等，由此也必然带来很多的误解甚至冲突。

    早在18世纪初，英国作家德昆西出版了一部名著《一个鸦片鬼的

忏悔》，书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魔的描述。德昆西的

梦魔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

象。”譬如:“⋯⋯在中国或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 飞禽猛兽、爬

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 “一

间中国房子里，里头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

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当他的孩子将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

“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流满面。上述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当

时欧洲人对欧亚文化差异的成见— 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

邪而安全的;亚洲却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诡异而危险的。这种

成见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完全改变。在德国的南部有个叫“欧洲

乐园”的旅游景点，有 “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兰西”等等。

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等，带着民族风味

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

客微笑、点头。这个乐园中惟一不属于欧洲的地方叫“巴塔维亚之屋”，

是个亚洲小国。它坐落在一个阴森森的乌七八黑的水流甫道里，游客

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蜡制中国人，旁边是奇

形怪状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在水中，露着狰狞的眼睛和牙齿，长蛇

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

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这真是让人感慨，从德昆西到 “欧洲乐

园”，毕竟人类已经走过了150多年的时光。

    反过来，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鸦片战争以

后一直到借着刀枪不入的法术而冲着洋人及基督教信徒砍砍杀杀的义

和团盛行的年代，人们都普遍相信洋人是魔鬼，相信洋人会在井里下



毒，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疫，让中国人都死光。更恐怖的

是当时人们深信传教士诱人入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

睛做成药水，这种药水可以点铅成银。还有，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

骗儿童，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心肝和眼睛来做药。当时只要谁家

走失了孩子，或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

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

被杀，中国近代历史上这种教案层出不穷，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不能不

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中国

人与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所以，各种分析、探讨文化差

异的文章纷纷发表，其中有不少将中西文化简单二元对立的观点，表

面看来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深究起来会发现漏洞多多。例如1997年11
月上海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写道: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崇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

爱挑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依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这种黑白二分的思考有多少意义是无需评论的，但它的负面影响

却显而易见。这使人联想到几年前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些亚洲政要及

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亚洲价值”观。在这个所谓的“亚洲价值”的架

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

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

此它是西方的特产，不属于中国传统。并且得出结论:不能将现代西

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可见，这个“一言以蔽之”混淆了很多问题。

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与中国应不应该推

行人权丝毫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如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

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却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女人缠足属于中国传

统，但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被彻底抛弃。其次，对文化的“一言以蔽之”

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扭曲。如 “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



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尤其否定了极重

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思想。同样，“一言以蔽之”地认为个人主义或自

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那怎样解释欧洲中世纪的专制与黑暗?怎

样理解启蒙运动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怎样理解 “自由、平等、博

爱”的口号和美国《独立宣言》及法国 《人权宣言》所阐述的“人权”

的真正涵义?

    上述问题如果深究下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其做深入一些的了解、

认识和研究。

    二、文化现象的差异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有一则题为 《中国人与美国人之比较》的

短文盛传一时，全国数百家报刊转载，其文曰:

    “中国的朝代多;美国的广告多。

    中国人进商店像小媳妇;美国人进商店像大爷。

    中国人爱夸祖宗;美国人爱夸自己。

    中国政府爱人民;美国政府怕人民。

    中国的报上成就多;美国的报上灾难多。

    中国人不直接选国家领导人，而直接选经理、厂长;美国人直接

选国家元首，却无权选经理、厂长。

    中国人是乐观主义者，喜欢描述未来的美好前景;美国人是悲观

主义者，总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不测。”

    上文所表达的中美两国人的差异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客观的。这就

必然会引出一些思考: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社会

制度不同吗?仅仅是因为地理环境不同吗?仅仅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

平不同吗?仅仅是因为社会水平不同吗?仅仅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

吗?仅仅是因为文化水准不同吗?⋯⋯显然，“仅仅”一词用在这里是

有问题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不是因为某一个单一的因素所造成

的。如果一定要用一个简单的表达，大概可以归结为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的影响较之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同等等，也许是更持久、



更绵长、更顽固、更深远的。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不同，可以造成差

异，美国和英国社会制度并无不同，也可以造成差异。例如:《在历史

表象的背后》一书有段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法西斯的

铁蹄践踏着欧洲大陆 (瑞士、瑞典等中立国除外)，孤岛英国成为反法

西斯战争的基地。1941年，美国宣布参战，其大批官兵首先在英国集

结。然而，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即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发

生了一些摩擦。美国人总觉得英国人自高自大有话不直接说，总是用

居高临下的保护者的口气说话;英国人又觉得美国人太爱表现自己，

什么话都要先说出来，夸夸其谈，自我吹嘘。更有趣的是，美国官兵

同英国女郎一接触，双方都指责对方不道德。这种摩擦自然会直接影

响英美的团结合作，同时也不利于美英的共同作战。”究其原因，同样

在于文化冲突。美、英两国同种同语，渊源深厚，但文化的差异也是

显而易见的。

    有一本书在论及美、日商人谈生意的习惯时的描绘也颇能说明问

题。双方在交换文件时，日本人看美国人写的东西，会因为对方一开

头就把什么条件都摆出来而感到不舒服、不痛快，以为美国人以势压

人;而美国人在看日本人的文件时，则越看越迷糊，但觉雅语连篇，

就是不得要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在最后去谈;

而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最重要的事情最好放在最前面谈。所以有人调

侃:美国人看日本人的文件，最好倒着看;而日本人看美国人的东西，

为了使自己心情Ja,决，也不妨从最末一段开始往前读。

    因为文化冲突，所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才写了 《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因为文化差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才写了

  《菊花与刀— 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他们的洞悉力及真知灼见，对我

们的认识不无启迪意义。

    确实，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

太多的例证来说明文化的差异，绝大多数时候，仅仅是观察问题的角

度有一点不同。如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

他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大流士王召集了一批

希腊人到宫廷上，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去吃自己父亲的



遗体。希腊人说，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如此可怕的勾

当。同时，殿前有一批印第安人，这个部落的印第安人是以吃父辈遗

体为风俗的。大流士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将父亲的遗体

火化 (希腊人火化遗体)。印第安人大惊失色: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

能让他们去做出如此可怕的勾当，想都别想。”关于这个差异，希罗多

德的评语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转引自何宗思:《中国人格

病态批判》，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 303页)希罗多德的语

调冷峻而深邃，但无疑散发着历史学家最大的魅力。

    文化之大，包罗万象，多年以来，人们热衷于有关文化问题的探

讨和争论。“文化”一词的随意使用，常常引起思想和论述的混乱。确

实，如果将什么问题都归结于文化问题，实有为人类的种种过失和错

误寻找借口的嫌疑。这个理解是有一定的歧义的。研究文化，并非给

人类的过失错误找借口，而是给人类的过失和错误找原因。比如欧洲

为什么能从封建社会率先进入商品社会，中国为什么会出现 “文化大

革命”?应该说，西方的封建社会与东方的封建社会，本质上并无不

同，但却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必有某种原因。东方社会主义国家，

没有一个不在建国之后未走上个人崇拜道路的，但只有中国发生了“文

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究其原因，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查找

文化原因，目的不是文过饰非，而在于逐本溯源。“文化”既然如此重

要，不言而喻，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它的具体含义，或者换句话说，

应给 “文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三、“文化”界说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将各种关于文化的界说归纳起来，大概

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把文化看成是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总和。

    一种是把文化等同于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习惯、规

范、制度等。

    一种是把文化看成是精神财富的总和，就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



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精神文化。

    一种是把文化看成是文学艺术，文化与文学并用。

    一种是把文化等同于教育，文化与教育并用。

    这些对文化的认识，说明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复杂的，我们认

识、研究文化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首先有必要在 “文化”的界说方

面做一探讨。

    笼统地说，“文化”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是不够严格的。古

汉语中的“文化”一词与现今流行的“文化”概念相差甚远。

    “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

杂，故日文。”《礼记 ·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

“文，错画也，象交文。”均指此义。《尚书·序》记载伏羲画八卦、

造书契曰:“由是文籍生焉。”这里的“文”即指文字。《尚书·大禹漠》

为了称颂大禹的功德，也提到了“文”字，其中曰:“文命敷于四海，

抵承于帝。”这里的“文”，已有文德的意思，是说大禹以文德布阵于

四海。进而，在 《论语·学而》中有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说，

此处的“行”专指人的道德践履，即“德行”，而“文”则是与“德行”

相对应，是指诗书礼乐等 “道艺”之类。对‘，文”的更为细密的理解，

体现在 《论语·雍也》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这里，“野”指事物的“自然状态”，“文”指它的“人为状

态”，从理论上自觉地把“自然状态”与“人为状态”加以区分，这还

是第一次。

    “化”，本义为改易、升成、造化。如 《庄子·逍遥游》:“化而为

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

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

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把“文”与“化”连起来使用的最早见于《易·责卦。象传》:，’(刚

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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