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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文化价值是文化传播的核心，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研究不仅 仅 是 中 国 文 化 外 传 史 的 研 究，它 同 样 是

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重新认识的过程。如果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外播的文化 意

义，首先要树立文化自觉。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基本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展

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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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价值是核心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研究并不仅仅是中国文

化外传史的研究，它同样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的价值

和意义重新认识的思想过程。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

意义的认识，使我们开始有了新的视角，新的视域，
我们开始以世界的眼光来透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

义。当我们了解“中学西传史”后，我们会为这四百

多年来中国 文 化 在 西 方 命 运 的 跌 宕 起 伏 而 心 潮 澎

湃。晚清以后的百年，中国“以西为师”，对待中华传

统文化的态度是以批判为主要导向的，无论是向美

英学习，还是向苏俄学习大体都是如此。我们很少

考虑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价值和意义，
很少考虑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贡献，很少知道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西译后对西方文明和文化发展的

影响与贡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使中

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我们继续拥抱世界，
接纳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告别“以西为师”的时代

开始了。要实现这样一种文化自觉的第一件事就是

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一个从事中国文化外传

的学者不应该对自己的文化采取鄙视的态度，如果

这样做学问，这种学问就是伪学问。任何学问都有

价值立场，如果没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所包含的

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的研究就仅仅是一堆没

有灵魂的知识。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价

值这个核心的问题上来。

二　重新确立中华文化在世界

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中国经典的西译从晚明时

期已经开始，那时翻译的主体是来华的传教士。晚

清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
方的炮舰政策打断了中国社会缓慢的自然成长，中

国被纳入西方控制的世界体系之中。从此，“以西为

师”成为中国文化百年的主调，百年欧风美雨，西方

文化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语言、进入我

们的精神世界。从宏大的历史叙事来看，尽管这是

无奈的选择，但也客观促使了中国文化新的再生和

发展，虽然是被动的。
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介绍西

方文化，由此，翻译西学成为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职

责。虽然在民国时有《天下》杂志横空出世，于危难

中传播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有外文

局力挽狂澜，在西方文化的围剿中，为新中国辩护。
但从总体上看，中译外在中国百年的文化格局中是

无足轻重的。
如果中国的国家实力仍是排在世界的１００位之

后，国家仍处在积弱积贫之中，我们可能很难考虑中

国文化的外传问题，因为亟须解决的是如何渡过国

家和文化的危机问题。但今天，当中国已经走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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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文化的外传，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的外译就自然成为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在与西方

文化的交流中，我们承认这样的现实，今天这个世界

的规则大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他们在世界

的文化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开创新的世界文化格局。
因为西方文化只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在文化

问题上世界不能完全由西方主导。由此，中华传统

文化经典的西译及其研究就成为一个关乎重建世界

文化格局的重要问题。
如果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解中华传

统文化经典外播的文化意义，首先就要有文化自觉。
这是我们从事这一研究的起点。

三　文化自觉的三层含义

文化自觉———这 个 概 念 是 费 孝 通 先 生 在１９９７
年的一个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文化自觉‘这四

个字也许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
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

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的生活有

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

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

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

人类带到那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不就是要求文

化自觉么？”①

１．文化自觉的三层含义

费 孝 通 先 生 这 里 讲 的 文 化 自 觉 包 含 了 三 层 含

义：第一，文化自觉的提出是对全球化的回应。这是

说费孝通先 生 是 在 什 么 文 化 背 景 下 提 出 这 个 问 题

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开启的全球化浪潮，
打破了地域文化的界限，各种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相遇，西方文化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迅速向全

球发展。此时“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
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

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域，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
各种 力 量 在 上 面 亮 相、相 互 角 逐。”②按 照 萨 义 德 的

看法，全球化是那些大资本的公司推动的，是西方的

帝国主义推动的，因此“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所有

的文化都交 织 在 一 起，没 有 哪 一 种 是 单 一 的、单 纯

的。”③在 西 方 强 势 的 文 化 面 前，与 其 相 遇 的 其 他 文

化自然会有反抗、抵御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从

改革开放到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中国的知识

界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从最初的拥抱全球化逐

步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是完全的西方化，看到全球化

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技

术条件下所做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我们会看

到‘全球化‘背后所隐含的特殊的价值论述。这种假

‘普遍’之名的特殊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

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

得不考虑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

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

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

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这

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进程，我们一定要强调中国文

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而是说，我们

要在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当中考虑连续性的问题，
要寻找一个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当代表述。”④

张旭东的这段话应是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这

一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原因的最好解释，说

明费孝通先生这一概念的提出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

讨论，它是对全球化在中国展开后，当代中国知识分

子对全球化所引起的文化问题的一个回答。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也是核

心问题，是对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的认同。在全球

化背景下如何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我们为什么这

样生活，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是给我们提出

在当今世界上做一个中国人的理由何在，意义何在？

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持续到今天价值何在？费

孝通先生提 出 这 个 问 题 的 原 因 在 于 在 全 球 化 背 景

下，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告别了农业社

会，工业化社会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流，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我们历史文化

凝结成的文化传统生活有没有价值？如何处理我们

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的现代化文化，这成为我们必须

回答的问题。

文化认同当然是一个当代的概念，但如果从长

时段、大历史来看，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

国家来说一直是存在的。佛教传入中国后，面对这

种外来文化，儒家士大夫们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对

佛教文化吸收的过程，在佛和儒之间当时有一个身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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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０３）．
爱德华·Ｗ·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Ｍ］．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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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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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的问题。韩愈出于复兴儒学的需要，写下了

《京道》《原性》《与孟尚书书》《论谏迎佛骨》等一系列

的文章，后因他上书反对迎佛骨，激怒皇帝而被贬，
从而写下了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但历史的发展和韩愈的预料相反，佛教文化最

终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到晚明时儒释道三教

合一已经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中华文化悠久的历

史证明：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性特征，一元多体

是中华文化的最好表达。中华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

响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次是基

督教文化的传入。
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就是，对文化发展的展

望。费孝 通 先 生 和 他 的 老 师 马 林 诺 夫 斯 基（Ｍａｌｉ－
ｎｏｗｓｋｉ，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Ｋａｓｐａｒ　１８８４—１９４２）一 样 对 西

方殖民主义充满了反感。因为，西方文化在其扩张

的过程中把大量的多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摧毁了，把

异于西方的文化的多样文化同质化了，全球化的发

展使人类日益失去文化的多样性。谈到他老师的这

个观点时，费孝通先生说：“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

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这个结论很

重要，是他从非洲殖民地上看出来的。换句话说，殖
民主义不 可 能 解 决 文 化 共 存 的 问 题。我 们 中 国 人

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

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
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

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①

２．文化自觉的学术意义

这样费孝通先生便提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

文化 观：“各 美 其 美、美 人 之 美，美 美 与 共，天 下 大

同。”②这个原则就是在自身文化认同条件下的多元

文化观。显然，这是我们展开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

域外传播研究的文化立场和学术基本出发点。如果

说从晚清起中华文化自然发展历程被打断后，西方

文化以强势进入中国，但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

虽然充满苦难与艰辛，但中华文化并未中断，变迁的

中华文化在断裂中保持着连续性。
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当代

文化的合法性的认同，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如果没有这个学术研究的基本文化立场，展开中国

文化在域外传播研究的文化意义就会全部失去，从

而使这个研究变成一堆死去的知识，研究者的文化

立场完全没有了。每一个从事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

的研究者都应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形成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

古代文化以它独有的魅力感动过许多西方的哲人，
中国思想和文化曾是西方长期仰慕的对象。十九世

纪后，随着西方的崛起，中国开始日益被妖魔化，在

文化的较量中，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所承载的思想和

价值似乎完全失去了意义，中国文化开始被分裂，一
个是躺在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文化，一个是充满矛

盾的中国当代文化。
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被列为国策。如

何走出去？文化传播的规律和二十世纪中华传统文

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走出去”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只有在人类历史中

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价值基础上，阐明本民族的文

化价值，才会被别人所接受，东海、西海乃一海，天下

同心、同 理。对 真 善 美 的 追 求，人 类 有 着 共 同 的 理

想。这样，阐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价值，揭示其在

中国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这些文化价值的普遍性意

义，就成为我们展开中国文化外播研究的基本文化

立场，也是我们今天常讲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

心。一种没 有 文 化 价 值 的 文 化 是 永 远 不 会 打 动 人

的，一种没有文化意义的文化是永远不会传播开来

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的历史

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史，它更是一种思想的

交流，是一种中国古代文化价值的传播。所以，从学

理上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意义，才能揭示出

中国古代文化四百年来在西方传播绵延不绝的根本

原因，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

键所 在。一 言 以 蔽 之，一 种 文 化 能 否 被 传 播，被 接

受，被理解，核心是它的价值。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考察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

播，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是做好文化传播的首要条

件，但了解自身文化的基本内容与特点，熟悉自身文

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有的放矢做好文化传播的

基本要求。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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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Ｊ］．读书，１９９８（１１）．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Ｊ］．读书，１９９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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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华传统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所

谓的“文明古国”指的是创造出人类最早文化形态的

国家。一般来讲“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埃及、古巴

比伦、中国和古印度。本文所研究的主题是代表古

代文明中国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
华夏先民因生息于黄河流域，周围四裔环绕，故

自称“中华”，指的是地处中原的华夏民族。中华的

“中”，意谓华夏民族居四方之中；中华的“华”意谓华

夏民族是具有文化的民族。章太炎先生曾说过：“中
华之名词，不 仅 非 一 地 域 之 国 名，亦 非 一 血 统 之 种

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①

中华传统文化发生在东亚大陆，它西隔高山，北
接大漠，东临大海，因而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两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相比于其他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相对独

立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在基本未受到其他文化的

影响下，它独立完成了自身文化的发生和创建，确立

了自己的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此后，它才逐

渐与其他文化相接触，虽然外来文化对其也发生了

较大的影响，但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和态势已经在

之前基本确立了。
第二，由于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传统

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外来异族的冲击，
从而中断自己发展的进程。“长城内外是故乡”，汉

民族和长城外草原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自身

发展的过程，期间的冲突不仅没有中断中华传统文

化的发展，反而成为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

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的过程。而其他原

生性文化，如古埃及文化、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
文化从此中断；而古巴比伦文化和古印度文化经过

多次的外族入侵，其原生文化形态已经被深深地叠

压在文明的底层，与现代文化形态隔绝，使其仅仅成

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而再无现实的文化意义。在

世界各个原生文明中，唯有中华文化没有发生文化

的中断，历经数千年而持续不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

是仅有的现象。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

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

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大约两千年间，中国

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如同水向

低处奔流一样，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日本、朝鲜

乃至后来独立的越南，都是以中华文化为其源泉，大
规模地受容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符合他

们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在十九世纪以前，以

中华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

在内的汉字中华文化圈。由此，成为与基督教文化

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

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用收藏

在巴黎的一个敦煌的卷子中的内容来表达，这是一

位来中国礼偈的梵僧写的一首名为《礼五台山偈一

百二十字》的诗：
长安地阔杳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
长安帝德谁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
汉家法度礼将深，四方则取慕华钦。
文章浩浩如流水，白马軑经远自临。
故来发意寻远求，谁为明君不暂留。
将身岂惮千山路，学法宁辞度百秋。
何期此地却还回，泪下沾衣不觉斑。
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所有历史都走向基督，
而且来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现是历史的轴心。”这
种将基督 教 历 史 观 作 为 人 类 历 史 观 的“历 史 轴 心”
说，显然是站 在 欧 洲 基 督 教 的 文 化 立 场 来 讲 的，是

“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它并不能概括整个人类的

历史。德 国 现 代 哲 学 家 卡 尔·雅 斯 贝 尔 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１８８３—１９６９）对人类历史作出了更为 合 理

的解释。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为“普罗

米修斯的时代”，即语言产生、工具和火的使用的时

代；二为公元前５０００年到公元前３０００年间，四大文

明古国的出现；第三阶段以公元前５００年为中心，从
公元前８００年到公元前２００年，人类文明同时在中

国、古印度、古巴基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基；第四阶

段，从公元前２００年至今，其中从十七世纪开始进入

科学和技术的时代。他侧重分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

第三个阶 段，并 提 出“轴 心 时 代”（Ａｘｉａｌ　Ａｇｅ）的 概

念，用以匡正黑格尔的基督教历史观。
他说：“要是历史有一个轴心的话，我们必须依

靠经验在世俗历史中寻找，把它看成是一种对所有

人都重要的情况，包括基督徒在内。它必须给西方

人、亚洲人以及 一 切 人 带 来 信 念……在 公 元 前８００
年到公元前２００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

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生活中的

·６７·

①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Ｎ］．民报，１９０７年７月第１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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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始 出 现。让 我 们 把 这 个 时 期 称 之 为‘轴 心 时

代’。在这一时期充满 了 不 平 常 的 事 件。在 中 国 诞

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

子、庄子及无数其他哲人的时代。在印度，这是优波

尼沙（Ｕｐａｎｉｓｈａｄ）和佛陀的时代；如在中国一样，所

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

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战式

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
巴基斯坦，以利亚（Ｅｌｉｊａｈ）、以赛亚（Ｉｓａｉａｈ）、耶利米

（Ｊｅｒｅｍｉａｈ）、第二以 赛 亚（Ｄｅｕｔｅｒｏ－Ｉｓａｉａｈ）等 先 知 们

奋起。在 希 腊，诞 生 了 荷 马（Ｈｏｍｅｒ）、巴 门 尼 德

（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赫 拉 克 里 克（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ｕｓ）、柏 拉 图

（Ｐｌａｔｏ）、修昔底德（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和阿基米德（Ａｒｃｈｉ－
ｍｅｄｅｓ）。这些名字 仅 仅 是 为 了 说 明 这 个 时 代 巨 大

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个世纪之内单独的也差不

多同时的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①

雅思贝尔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

对世界文化 发 展 的 总 体 格 局 的 一 个 总 结，“轴 心 时

代”是整个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至 今 的 一 个 起 点 和 基 础。
也如中国文学家闻一多所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

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数千年文

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从这一刚开端

时期就定型了。”②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上的奇葩，它是唯一一支

存活下来的人类远古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很长

一段时间里，中华文化不仅明显领先于周边的文化，
同时也领先于其他文化圈，特别是在唐代，在整个欧

亚大陆上，中国是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中心，正如著

名科学史专家贝纳指出的，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
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③

五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华文化是一个延绵不绝、高潮迭起的发展系

统，在这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它最基本的特征是

什么呢？

１．大一统 的 国 家 民 族 理 念。钱 穆 先 生 在 谈 到

中国文化的特征时首先就指出，“国家”与“民族”的

融合是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出发点。他说：“我们讲

述中国文化史，首先应注意两件事。第一是中国文

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国家所

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融

凝为一’的。第二件事由第一件事引申而来。正因

为中国文化由一民族或由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

演进’，四 五 千 年 来，常 见 为‘一 脉 相 承’，‘传 统 不

辍’。只见展扩的分数多，而转变的分数少。”④

作为地名的“中国”二字，目前所见，最早出现于

１９６３年在陕 西 宝 鸡 周 原 出 土 的“何 尊”。“何 尊”上

的铭文称：“惟 武 王 既 克 大 邑 商，则 迁 告 于 上 天 曰：
‘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
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

式报告 上 天：“我 已 经 据 有 中 国，自 己 统 治 这 些 百

姓。”以后，“中国”的概念也被作为文明和文化的意

义使用，而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史记·赵世家》所
记载的公子成的话最为明确，公子成说：“中国者，盖
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用

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

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由此，
‘中国’、‘中华’与‘夷 狄’之 别，也 渐 由 地 理 区 域 之

别，渐变成为文化与文明之别。”⑤

从民族来说，经过长期的接触融合，中华民族像

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从上古到秦汉，从以华夏族为

主干的中原文化直自满人入关到现代，它不断地吸

收、融合和扩大与更新，从而形成中华民族这条民族

生命之河。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
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

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

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融合，在趋同汉文化的同

时，仍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犹如一个大家庭

的兄弟一样。“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雅思贝尔斯．智慧之路［Ｍ］／／田汝抗，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３９．雅斯贝尔斯的“轴心说”显

然比黑格尔的观点大大进步了，开始有了多元文化的视角，但从世界文化史的真实历史来看，仍有不足。因为希腊文化并非原生性文化，它是

受到东方文化（埃及文化和两河流域文化）影响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点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已经做了很好

的论证。人类四大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黄河文明、印度河文明才是世界文明之根。中国文明早在“轴心时代”“之前已经有了夏商周的

丰厚文明积累”。“轴心时代”“这样的观念容易使人忘记人类文明之根是亚非文明，希腊文明只是次生文明”．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Ｍ］／／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２．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序言［Ｍ］．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２１．
王学典．答基辛格问［Ｎ］．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３－０４－０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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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①

从国家来说，从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国成为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秦始皇修长城，原本是为了防御

草原民族的入侵，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却是：长城内

外是故乡。元朝和清朝所代表的草原民族政权的建

立不仅没有中断中华文化的历史，反而使其融入到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新的血液，使
中华帝国的版图在一定的地理单元中形成更为统一

的国家。“正因为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

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
所以，只有从这样两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历史，

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如钱穆所说：
“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

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

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有狭义的民族

观念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

而存在。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

系。‘民族融合’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成为

民族 融 合。中 国 文 化 便 在 此 两 大 纲 领 下，逐 步

演进。”②

西方国家一些人从自己国家的历史出发，特别

是仅从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近代单一民族国家形成

历史来理解中国，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多民族、大一统

的国家形态，不知道中国人这样的民族心理和大一

统的国家形态认同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独有的文化历

史背景中的。从而做出许多在中国一般民众看来可

笑和无知的事情，如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２．持久趋 同 的 文 化 生 命 力。中 华 文 化 的 连 续

性和持久性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所独有的。上面我

们提到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其文明未遭到其他文

明侵入的重要原因。从世界历史看，尼罗河流域的

古代埃及文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

美尔、腓尼基地区文化、克里克岛上的爱琴文化以及

迈锡尼、古波斯、古希腊等诸多的古代文化系统，都

是建立在比较单一的水系和平原上，缺少地理上对

其文化保护的自然屏障，从而一旦外族文化入侵，文
明就会发生断裂。显赫一时的古罗马文化就是因日

耳曼人的大举入侵而开始瓦解的。
大一统的国家民族理念与现实也是中华文化长

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从殷周到清末，中国的政治未曾

发生过外在 的 断 裂，它 是 通 过 一 种 不 断 的“内 部 调

整”的方式达到了一种超稳定的完整架构的。
中华文化的这种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的同

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佛教文化的

传入并最终中国化，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佛教

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一带，它并不是中国本土的

文化，在公元１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

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

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

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后结果是产

生了它的最大的派别———禅宗，这个完全本 土 化 的

佛教。同 时，它 又 催 生 了 中 国 儒 学 发 展 的 最 高 阶

段———宋明理学，外来的佛教完全融入中华 文 化 之

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

顽强地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

们来到中国的开封后，这个被称为“挑筋教”的外来

宗教最终消融在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

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

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早在西

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

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正因如

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

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

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

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这种文

化的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屡遭劫难而未分

裂的重要原因，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文化力量。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

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

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

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汤因比在上个世纪

７０年 代 初 期，曾 在 与 日 本 学 者 池 田 大 作 的 对 话 中

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

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

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

比的成功经验。”
在世界文化史上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

年，持续至今 而 未 曾 中 辍，表 现 出 无 与 伦 比 的 延 续

力，历史上罕见的持久趋同的文化历史意识。

３．宗法伦 理 的 社 会 制 度。中 华 先 民 栖 息 在 东

·８７·

①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也和中国各派思想家的倡导有着直接的关系，墨家

求“尚同”，儒家求“大同”，汉儒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天人三策》，载《汉书·董仲舒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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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陆这个辽阔的原野上，他们很早就开始从事定

居的农业生产。“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

有族，少长游有群。”白居易这首诗很好地描述了农

村的生活。农业生产的特点使血缘宗法制度成为氏

族社会的形态，在氏族社会解体时，以血缘关系为其

基本形态的宗法制度延续了下来。这点和希腊社会

以海上贸易为主从而造成了血缘关系的解体有很大

的不同。农业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特点，造成中国

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特点———“家国同构”，即家庭和

国家在组织结构上的共同性：父家长制。由此衍生

出中国的 宗 法 伦 理。中 国 传 统 的“五 伦”，君 臣、父

子、夫妇、兄弟、朋友中，血缘关系占三，而君臣关系

和朋友关系也可以从血缘中推衍出来。这样，中国

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都是从家庭伦理中演绎出来。
孝亲成为中国道德的本体，由孝亲推及为忠君，所谓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

长；居家理，故可移于官。”（出自《孝经·广扬名》）如
梁启超所说：“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

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治国是也。周代宗法之

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在。”①

宗法血缘制度的社会结构对中华民族的心理、
伦理、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使伦理学成为中

国文化之本，三纲五常伦理观念成为中华文化之核

心。这样的社会制度和伦理特点成为中国在农业文

明时期社会稳定、文明发展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不断

反思和批判这种血缘宗法的社会制度和以孝亲父权

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当作为制度的儒学解体，以家

庭为单元的农业生产逐步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

进程开启，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建立以后，如何消除封

建家长制度的消极影响，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

伦理体系，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关注的重要问

题；同时，在现代化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又如何继承中

华伦理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使其转化成中国现代社

会伦理的资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４年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５周年

的大会上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

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

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

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

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

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

大贡献。”②

这为我们传播中国文化指明了方向。

·９７·

①

②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Ｍ］／／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５周年国际学 术 研 讨 会 暨 国 际 儒 学 联 合 会 第 五 届 会 员 大 会 开 幕 会 上 的 讲 话［Ｎ］．人 民 日 报，２０１４－０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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