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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5笔谈8

编者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使得C文化自觉D的问题日益紧迫地突显出来E
因为只有首先获得了C文化自觉D,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才有可能最为合理地实现融合,才有可能最

为 持久地推动发展,从而逐步达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C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D的理想境

界E为此,本刊创办了C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D学术专栏,吁请国内外学者积极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与争鸣E
关键词@全球化F文化自觉F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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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

费 孝 通

5全国人大常委会,北京 B333338

近些年来我常讲C文化自觉D问题,具体的采用这个名词是在 BKK6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

学高级研讨班上E但是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的历史则相当长了,我想大家都了解自 23世纪前半叶中国思

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E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

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L还是必

须向西方文化认同L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E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M
陈寅恪M钱穆先生都在其中E

我在 63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E我在早期提出C文化自觉D时,并
非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

题EN3年代末我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这个民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

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养鹿为主E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

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EK3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M以渔猎为主的赫哲族,存在问题

是同样的E中国 B3万人口以下的C人口较少民族D就有 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L特

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化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E我认为只有从文化

转型上求生路E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E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

题E所以我说C文化自觉D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E
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C自知之明D,明白它的来历M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

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M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

位E
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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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问题!我回想起在上世纪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对话!
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并认为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和答复这些问题"譬如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

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怎么

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我们交谈时涉及几个实例"一是谈到重视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作用"在改革

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力一下子解放出来了!以后在农村工业化中"又看到了真正

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同时让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

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

是#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不同的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能不能相容共处的问题"还有文化

的意义!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可以把不同制度凝合在一起的力量"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三是

#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

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地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入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

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和平共

处%共存共荣的结合!四是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

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文化大革

命$对这一套破坏得太厉害"把这些东西都否定了"我看这是不能否定的"实际上也是否定不了的!
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

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

年积聚下来的经验性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

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

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去年美国的#&’((事件$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看来

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此后事态的发展使我很失望"这种#以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我看

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文化精神的存在"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不同国家的文化关

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促使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

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于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们真要懂

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中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

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

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我们一

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
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各种不同文化接触的问题"
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

张 岂 之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 (+++,-.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是两个概念"这二者有什么关系/我提出以下四点供参考!
第一"文化自觉通过知识分子促进社会发展!知识分子是知识和文化的拥有者"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自

觉的代表!从历史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和方略"这些得以实施"便产生推进社会

的客观效果!当然"不能狭隘地认为只有治国安邦的具体方略才使社会进步"更为抽象和更带普遍性的思想

理论"不但表现了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而且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0(



耗费自然资源!森林首当其冲"#其危害性更为严重$唐代诗人杜牧抨击秦始皇暴政的名篇%阿房宫赋&所云’
(蜀山兀阿房出)#决非一朝一代的特例$此外#战乱焚林毁堤的惨状#在古代中国也层出不穷$较为经常起作

用而又少为人所谴责的#则是人口增加导致土地过度垦殖#使中国的生态在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阶段恶化速

度渐增#森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面积消失#曾经林木草场茂盛的黄河河套地区的沙漠化#都是突出表

现$中国的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汉以降#农耕人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两路开垦农田#造
成森林*草场的毁坏#终致这些原本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地带盐碱化和沙漠化$

如此说来#中国西北地区一系列绿洲终于被漫漫黄沙所掩没#并非始于工业文明时代$早在农业文明时

期#主要是高度农业文明时期#生态的恶化已经愈益加快步伐$这提示我们’不要把产生(天人合一)理念的农

业文明加以美化#那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类由于生产力落后和认识的局限#不可能

克服对自然的盲目性#在愚昧和贫困两大病魔的逼迫下#自然生态的被破坏#已经频频发生#不过规模和力度

不如现代而已$因此#某些(回归主义者)主张的退回前工业时代#绝非人类文明的正途$
就现代世界而言#也并非工业愈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愈严重$反之#第三世界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和初级

工业化滥用资源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非洲的拉各斯*亚洲的加尔

各达*北京*兰州等城市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污染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初

期的生态恶化之后#时下的生态环境则进入良性转换阶段$如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世纪末和 -.世纪初

曾因工业污染而成为没有鱼类的河道/-.世纪中叶以来#经过治理#泰晤士河变得洁净#两岸垂钓者每每能

获得肥硕的鲑鱼$美国的老工业城市匹兹堡曾以空气污浊闻名#现在已是世界上生存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
这都说明#当现代人在理念上实行调整之后#便有可能将科学技术的伟力应用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古

代(天人合一)的美好理想#逐步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
就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而言#中华智慧重视人伦#主张道德自觉#形成一种对人生目标的公正概念#宽

容和深思的精神和平#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也是中华智慧吸引一些西方哲人之所在$中国固

有的仁学传统承认人的独立意志#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 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在社会规范中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都闪烁着人本精神

的光耀$然而#中华智慧并没有寻觅到普遍维护民众人格独立*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社会长期运作的却是轻

视 人类#使其不成其为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束缚下#广大民众的

自由被剥夺#一些起码的生存权利也被禁绝$同时(尊尊)*(亲亲)的宗法积习又妨碍法制的推行#(官本位)*
(任人惟亲)更成为沿袭至今的病疾$这些问题的克服#当然有赖中华智慧内部健康因素的发展#但尤其需要

现代文明的强劲冲击#其间西方智慧的补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就伦理层面而言#中华智慧中发扬道德义务及

社会责任心#与西方强调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中华伦理(成圣成贤)的修养论#需要西方

文化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意识的补正$
总之#那种无视中华智慧现实意义的认识自然有害#那种以为中华智慧可以提供克服现代病的现成灵丹

妙药的认识也无济于事$而中华智慧与西方智慧的互补相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友好对话#促成人类价

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全面发展#方有可能创建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当代哲学有张岱年

(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的主张#方
为可取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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