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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转型社会作为宏观思考的背景,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进行

了重点梳理,提供了一种于转型过程中所希望获得的,并有利于构建多元

有序公共交往格局的参考性意见。对于文化现状的反思或许可望导致一

种观念上的转向,以便能以更为成熟,沉着的智性来处理人们在当代及未

来所将面临的各种问题,透过对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重建二者的分析,提

供文化重建的具体方略,谋求文化上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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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所谓社会转型,是指整个社

会系统由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过渡,它不是社会某个部分或

层面的局部发展,而是社会系统的、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社会转型



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来社会体制的转机、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变

化等方面的发展。就中国目前的历史现状分析,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中

国的现代化问题。 

然而,现代性的吊诡告诉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

(远远没有完成) ,而且进行得步履维艰。其突出的特点是政治转型远远

滞后于经济转型,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杂

交性,它既不是典型的政治社会,也不是典型的市民社会;既不是典型的

农业社会,又不是典型的工业社会;既不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也不是典

型的后现代社会;中国的经济既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典型的计划

经济;中国的文化既不是原先的政治文化,但也远非成熟的市民文化或商

业文化。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人类之间发生的

冲突,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

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由此可见,文化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

的差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在通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冲突将是人

类各种差异之间最根本的。 

时至今日,中华文明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儒教文化”在信息时

代被迅速地卷入“西方文明”的洪流,我们的文化正在成为附庸,我们的

文化日益开始迷茫。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我们的内 

圣能否开出新外王已经成为一种燃眉之急。 

 

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分析 

 

从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现代化则成了

中国被迫面对的历史选择。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国人曾进行过各种尝

试,从林则徐到洪秀全再到康有为以至孙中山,有识之士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时至今日,现代化却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

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在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浅层次的,只停留在物

质技术层面,人们往往过多地追求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的存在。当

前,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现代化以及人自

身的现代化又重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中国也开始由片面的现代化走向

总体性的现代化。 

放眼世界,人们已经开始对后现代的关注,而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参照

系统的复杂性而使得我们对文化的选择步履难艰:既要现代化又要反现

代化;既要世俗化又要反世俗化;既要工业化又要反工业化;既要发展科

技,又要反对科学主义。国人难免开始迷茫,但是由于我们一方面处在现

代化的起步阶段,同时又位于反现代化的包围之中(相比之下,西方现代

化的起步阶段,反现代化的声音尚未产生) 。因而我们必须在世俗的诉

求与宗教的诉求、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感官(经验)享受与终极关

怀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那么压力与艰辛看来就难以避免了。

由此看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已经不再是思想上的启蒙和理论上的呼吁

问题,而是正在进行且必须尽快实现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将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继续推向前进、引向深入的问题。时不我待,由于全球化的推动与

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文化的重建过程已不是文化本身,它是整个中



 

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伴生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对于中国社

会结构转型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格局作一整体的把握,就

无法解释清楚中国文化所呈现的新状况,也根本无法解决文化的依附性

现状。 

让我们考察一下西方世界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在西方走向工业文

明的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

展现出内在的引力,它们相互一致,并构成了以理至上、人性至善为核心

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从而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人对自然的理性把

握和技术征服。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

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

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

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

过渡的。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特殊的历史定位。而这对

于中国文化的构建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如果回望几百年欧洲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观念的确立,从

直接成因来看,是通过欧陆近代史上三大文化变革得以完成的。这三大

文化变革即是尽人皆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被恩格斯誉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

一大批文化精英,他们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名,倡导和弘扬一种新的

文化精神。他们反对一切神,反对禁欲主义,主张人的现实幸福;反对迷

信,要求意志自由;批判蒙昧主义,倡导智慧和科学。从根本上看,文艺复

兴倡导了以个人本位的人本精神和科学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精神。 

宗教改革是对正统基督教的一种创造性变革。正统基督教认为,人

不能通过自已的行为获得拯救,人必须压制自己的现世欲望,奉行禁欲主

义,通过教会并不断向上帝忏悔。宗教改革把人从来世又带回到现世。

人的现世行动被肯定,逐利被允许并被赋予一种终极价值。那种被韦伯

称作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实际上打造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和价值

理性。 

启蒙运动仍然强调以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为主要基调,启蒙运动中

的思想家们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称为“理性时代”,一切都在理性面前

受到无情的批判。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弘扬了

一种法制精神和契约思想。可见,此时,人已经彻底觉醒了。 

这三大文化变革运动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主要国家的精神文化走向,

并融入欧洲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信念之中。我们说,文化精神一旦介入现

实社会,它便会成为实际力量,成为历史的杠杆。正是这些精神启动了欧

洲近代的文化,促成了欧陆的社会转型。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精神的催化,

恐怕也就不会有今天灿烂的欧陆文明。 

中国要建成工业文明,实现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状态向开放的市

场经济体制转轨,实现政治体制领域的民主与人本思想,文化在其中将具

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时下的中国同样需要有这种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

生成,需要对文化进行重新构建。 

 

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重建 

 



 

1. 当代中国文化的依附性 

近些年来,人们普遍所感到的一点,即是面对与身处的人文景观已今

非昔比。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社会的合理性已不再仅仅依赖于意识形

态的辩护而主要有赖于对系统的合理性技术性调节,这造成了经济的持

续增长与物质实力的大大加强,共同体个人的潜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

掘。而反映到当代文化之上的变故却带来了深刻的震荡。 

过去意识形态出于对各领域的统摄性要求,不仅对理论思想(也包括

经济活动)领域起着规范性作用,而且也因此承担了与之相关的对文化的

监护与养育权,而意识形态的相对避匿则使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

了对文化的保护权,而这又恰恰是在所谓的“文化自主”、“文化走向

市场”的理论名目下进行的。由于手段的一致化,同时也使得更多本无

生存活力的文化形态也一起处于自生自灭的放逐中,面临基于性质上决

定了的无法承受的考验,以致大批原已建立的文化设施、文化社团纷纷

涣解,甚至那些肩负着重要文化使命或国家文化建设使命的组织为取得

自我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只得改换门庭、调整方略,以适应带有明显经济

目的的生存竞争,并同时导致大量优良人才资源的流失。而那些在各层

次上发育起来的权且称为“高级文化”的东西(包括主体文化、探索文

化、经典文化等)又迎面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重创。 

相比之下,在此残颓的背景下,代之而起的是消费文化在一种感官放

松与娱乐需求激增情况下的骤然兴起,虽然对之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种

种辩护,但从目前发展与呈示的样式来考察,其基本上处于一种丰富与无

序并存的状态。因此,对于文化做价值上的认定往往会抹煞不同层次文

化之间的差异,那么必然会使教育、训练、智力及深度精神体验等内容

一概纳入怀疑论的视野之中,将所谓的“现代文明”理念框架完全虚幻

化、虚假化,文化的发展反被大规模低层次上的制作行为与认同心理所

支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消费文化就不应当有自身甚至是在范围上的

进一步开拓,但从它目前所表现出的无序与低浅看,恐怕连消费文化概念

的维护者们也难以具体解释,而只是停留在抽象的词语赞美之中而已。

而且,事实上由于它在客观上也常常是以“高级文化”的对立面——一

种消解力量出现的,这样也就自然形成了与后者在文化资源上的竞争,加

之以上所述原因,必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促使文化朝低浅化、粗俗化

沉降。虽然最近的趋势得到一些控制,但只要这种失重以及文化自身的

素质得不到改变,当代文化也只能处于表征繁荣而内在荒芜的恶性悖立

的局势之中,这种替代性满足是难以掩盖实质上的空虚的。 

事实上,由此而引起的已不仅仅限于对原有文化的冲击,而且也会影

响到整个社会生活态度的感知方式与表述方式。一些人希望用经济救赎

来解决当今的文化现状,从而使经济介入文化领域,虽然动机有所不同,

或出于文化理解,或出于文化利用,而经济活动的本性又决定了绝大部分

考虑会从文化利用的角度出发,而在无控制的情况下这种投入便仍主要

是促使消费文化一极的兴盛,从而使文化进一步向投合低浅兴趣的方向

倾斜,这已为近几年的事实所证明,黄赌毒等低级文化又沉渣泛起。而在

对待高级文化的态度上,大多数经纪人看中的仍然是改造这种文化原有



功能之后,如何使其文化价值转移为有利可图的交易性价值,即完全以市

场机制运作方式处理高级文化的消费。此刻,文化往往被看作是对商业

的诠释,并完全处于一种隶属的地位,文化的原义则已被抽取或扭曲了。 

以上分析了当代文化在运作方式上的依附性现状及隶属性地位,实

际上在美学趣味上,文化内涵也不是朝一种更高的方向作自身的提升。

取得世俗认同的愿望甚至也支配了一些曾经颇有成就的艺术家、学者,

常常决定改换门庭,淘空自己原有的文化素养,去接近那种固有性或拟想

固有性的世俗社会心理,以求得后者的同情与理解。而文化却失去了主

体方面的立场,也失去了站在其外作为指导者、传播者或有关故事的编

造者的地位。固有性压倒了超出性,从众心理压倒了主体心理。文化失

去了自我,文化开始了迷茫。 

2. 对于文化重建的一些参考性意见 

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指人的一切创造物。但从狭义上看,它是人

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认同。按照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阿兹

的理论,文化都是自成一体的,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特殊的别具一格的文

化。中华民族在其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一种自在的未分化状态;在人与人的社会关

系上,表现为血缘关系、宗法等级关系。处在文化显学地位的儒家文化,

主张天人合一,畏天命,重视人伦道德;道家文化则强调回归自然,返朴归

真,奉行超然于物外的出世主义道德理想。在这种文化精神基础上,形成

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如亲情观念、家庭观念、乡土

观念等等,这些传统文化美德是我国的优秀遗产,但从另一角度讲又不适

合转型社会对于文化的需求。 

在传统文化环境之中,我们便养成依靠经验和常识,忽视科学和理性

的培养。而市场经济却需要科学和理性,崇尚自由和法制,但是我们却还

不能走出人情和特权的困扰。正所谓过去的紧紧地托着现在,死去的东

西仍在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我们社会结构转型

步履维艰了。 

由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并且深刻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在

现代化的时代氛围内为其进行重新定位。实际上,这也是与文化重建以

适应我们时代需要的文化模式密不可分的相关性问题。这种新的文化模

式必定是合于现代性的,所以,其主导性精神也应是科技理性精神、人本

精神和现代法制精神的统一。而那些传统文化也并非在一般意义上与现

代性相违逆。其中,有一部分可以获得新生,正所谓“内圣开出新外

王”,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可以与现代文化理念并存,任何进入现代化的

国家都不会与传统完全割舍。但是,对于那些与决定人们的核心价值观

念发生冲突的,在社会行动和社会实践中我们必须予以摒弃,同时自觉地

接受和构建新的价值观和文化伦理观,让文化成为催生现代化的主导力

量,并且在此过程中克服文化的滞阻力。 

对于这种新文化的建构,应该首先拆解传统文化,南怀瑾先生写了

《论语别裁》,对这部“东方圣经”给予重新构塑,赋予其以时代特色。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才是保证我们的文化重建顺利实施的根本途径。

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所兴起的文化加以中和和融通,构建转型时

期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才是结构转型顺利推进的根本所在。



文化的重建是文化对于自身的超越而凝铸的生成过程。 

 

四、余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一只凤凰为了寻求新生而投入熊熊烈火之中。

我们的文化也应投入时代的大潮中求得新生。21 世纪呼唤着新的和谐

的文化理念产生,转型期的中国呼唤着新的和谐关系的产生,国人也呼唤

着今日的孔子降福于人类!古老的东方文明在转型社会应该翻开新的一

页!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已经时不我待! 在Internet覆盖下的中华文明

又一次面临生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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