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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改革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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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进行文化改革，要从定义文化入手，了解文化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联作用。在此基础上，要明确中国 

传统观念文化，即主流的儒家思想和革命文化的优劣属性价值。文化改革的整体视角讲究的是要全面系统地认识 

思考文化问题，力戒盲人摸象般的片面性局限性和粗浅性，始终把握好文化改革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和关键措 

施。文化改革的根本取向就是要由世俗功利文化转向高尚信仰文化。文化改革的基本原则有三：承续扬弃传统文 

化；吸收创新西方文化；坚持搞好党的领导。文化改革的关键措施一是由下而上逐步创建民主选举产生的监督体 

系；二是创办一种民主高效的内部讨论园地；三是试行民荐党员的方法促进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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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决定完全符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非常 

紧迫的现实意义。 改革 30多年来， 我国经济蓬勃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深层的文化问题不 

容乐观。本文以一种整体系统的哲学眼光来剖析文化 

改革的本质问题。 

一、文化的定义及结构 

文化就是人化，即人类通过思考所造成的一切。 

具体讲，文化是人类存续发展中对外在物质世界和自 

身精神世界的不断作用及其引起的变化。人类虽然也 

是动物，但却是惟一具有长远思考能力的动物。有了 

这种思考能力，人类才能超越自身器官的物性功能去 

改造（和适应）自然，调整（和创建）社会，这种改 

造调整的痕迹即表现为人类在其外部世界的文化成 

果；与此同时，人类的长远思考能力也因这种作为而 

得到改造，形成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成果。 

文化不等于文明。文明是在一定（旧有）文化基 

础上进步了的新型文化。文化是宽泛的中性字眼，文 

明是相对的褒义字眼。这种词性的主观判断也受制于 

人类的认识水平。比如非洲丛林部落文化的文明程度 

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达国家现代文化的文明程度 

就有着鲜明的落差区别，按照现时平等、自由、富有 

等判定标准，一般很易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有人看 

到现代文明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 

题，就回头去放大和重视其他文明中这方面的优势， 

最终得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怀疑甚至否定。我们认为， 

怀疑总是好的，应看到正是这种怀疑在促进现代文明 

的进一步完善，但一味厚古薄今地否定现代文明却是 

说不过去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迹所至，就有文化。将 

文化进行科学分类，一览内部结构，是全面把握文化 

问题的最好办法。文化总的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两大部分（见图  1）。物质文化是以其物质存在方式 

而表达的人类作为。精神文化是以精神“存在”方式而 

表达的人类作为。物质文化根因于精神文化，有怎样 

的精神文化才能铸造怎样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借助 

物质文化得以表现，没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则将无 

法存在发展。所以，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的决定意义 

并不否定世界的物质普遍存在性质。现代科技发现， 

人们的精神活动依然是大脑内部各种化学反应和微电 

粒子等物质运动的过程，本质还是物质性的。可见精 

神文化说到底仍可以看成是一种广义的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的根本性决定地位吸引我们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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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部分析。粗略而言，精神文化可分为思想观念文 

化、语（言）文（字）音（乐）艺（术）文化、制度 

管理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生产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 

文化六个部分。思想观念文化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和思维方式等决定人们为什么思考、思考什么、如何 

思考的精神文化，它是整个精神文化的灵魂，处于决 

定位置。语文音艺文化既是思考运动的工具，也是思 

考表达的途径，还是思考凝结的物化（文学、诗歌、 

音乐、艺术及文本等）。制度管理文化是人们社会活 

动的成果。因社会性为人类重要本性，如何处理人际 

关系决定人类自身兴衰，所以代表社会活动成果的制 

度管理文化足以成为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 

技术文化是提升人们生产生活效率或者质量的精神文 

化。生产经济文化是反映人们生产和经济方式模式的 

精神文化。风俗习惯文化是人们吃穿住行玩交际婚育 

死葬等各方面生活延续特色的精神文化（见图 2）。 

认清六个精神文化的价值比较和依存关系，才能 

图 1  文化结构图示 

图 2  精神文化关联图示 

明确文化改革的重点和实质。比如有学者因无视这种 

文化结构，就以为过去中国的落后仅仅在于“制度” 

不行，做出“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1] 的结论， 

而他讲的“无高下”之文化，又似仅言及生活习俗文 

化一角，这是怎样的逻辑呢？其实，根据上述，制度 

管理文化虽然重要，但它首先还是被观念文化所决定 

的。有怎样思想的人才能制定怎样的制度，并将一定 

制度执行得怎样。制度文化对观念文化的“反作用” 

当然也“特别强”，一定制度总会培养一定（思想） 

的人（存在决定意识）。特别是因中国传统观念文化 

的“官本位”性质，造成了人们崇官向官怕官习性， 

因此以官僚为核心的制度文化的育人规律尤其厉害 

（如党风决定民风）。但回头看如何根据国情特点创 

建既适宜又先进的制度呢？无疑还得靠相关思维理性 

的强化。这一切仍在证明观念文化及思维理性的根本 

决定地位。 

二、传统观念文化的属性分析 

传统观念文化即族群的历史的主流的思想及其方 

法。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求而 

成的，因此弄清楚传统观念文化的优劣进退，从而明 

确文化改革的方向则显得尤为重要。总体看来，我们 

的传统观念文化可分两大部分，一是儒家文化，一是 

革命文化。儒家文化是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农业性文 

化。由于它的最终追求停留于器物层面的世俗功利， 

即个人的功名利禄，因此不具备超脱的精神追求，不 

能培育和提升人们的抽象思考及理论思维能力。 所以， 

几千年来，儒家思想都不能促使治下的中国人民发生 

发育发展科学以及先进社会管理方式，社会因之只能 

长期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农业文明里循环 

停滞。

在儒家思想濡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三 

个特点。 

（一）狭私性 

狭私即狭隘私利，指那种片面残缺的私利，一般 

为眼前的、局部的、器物层面的私利。与其对应，则 

有完整私利，即长远的、全局的、精神层面的私利。 

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无可非议，但是趋避怎样的利害 

却应有十分的讲究。从无穷实际抽象来看，狭隘私利 

并不必然等于完整私利， 甚至往往还会有害完整私利； 

反过来，完整私利却必然包括了狭隘私利，既表征着 

狭隘私利主观效用归结，也暗合其理性发展目标。完 

整私利既利己又利他，包含一种双赢、共赢的精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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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本质即人类的根本利益。儒家思想缺乏一种对 

人类长远利益（完整私利）的追求意识，总在教导人 

们谋取狭隘私利。如经典语录“学而优则仕”和追求 

“黄金屋”“颜如玉”等就是一贯的狭小眼界。 

（二）崇圣性 

“崇圣”即崇拜圣人。“圣人”是过往成名的伟 

人，他们的观点言论自当崇拜不疑，即使时下势大的 

思想学说也尽跟风赶热，如“全盘西化”论者。中国 

人虽在根本上缺少宗教， 但这种崇拜却是深入骨髓的， 

对思维方式的切入程度比信徒也无逊色。 其认识论上， 

就是彻底卸却人之主体性本能：人在世却不入世，天 

天碰面无数“实际”，却不屑一顾；现实问题层出不 

穷，却视若无睹，总在子曰君言，谁怎么说过，哪本 

书有什么观点，历史是怎样的……（，）似乎只有拿 

着圣（别）人的观点，找着权威的东西，自己才站得 

住，才理直气壮，才找到了真理。“崇圣”思维经常 

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其错误在于 

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游离在过 

往知识的苦海，不能与时俱进。在当前知识爆炸，实 

际变化迅猛异常，现实问题的增速大大超过过往知识 

增速的时空条件下，“崇圣”思维愈显愚钝，它无异 

于自宫人类宝贵的主观能动本性，终致误己误人误国 

的恶果。 

（三）情感性 

情感性突出，逻辑性先天不足。2000多年前的古 

希腊即诞生了以形式逻辑为代表的科学思维方式，而 

古老的中华文明及其思维科学却与这一科学文明失之 

交臂。于是，国人自古至今，从雅到俗，由上及下， 

自思想学术界到民风民俗方面，普遍都停留在一种粗 

浅的情感性思维上，鲜有精深的逻辑性思维。从中国 

历来的思想名人来看，虽然在思想乃至思维的某些方 

面有所造诣，但大都没有进入思维的形而上科学，总 

体仍是粗浅的情感性思维。比如孔子，其思想确实就 

集中在维护某种既定的等级社会秩序上；鲁迅虽然揭 

露传统文化及其社会的伪善方面深有感触，但也仅多 

多呐喊而已；胡适很实在，特别看到了中西差距的实 

质，但其“西化”的愿望毕竟笼统，终究行不了，搞 

不好；毛泽东算是对思想和认识问题曾有过人认知， 

但其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却蚕噬着理智，致使晚 

年出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错漏。特别是他发动的 

文革浩劫，很多人认为是玩弄权术排除异己，说明就 

是如斯伟人也终难逃脱传统狭私文化的困扰。 

革命文化指五四运动以来中共领导人民的革命和 

建设中形成的思想及方法。它比儒家文化之优主要在 

最终追求理念和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伟大超越。初步可 

归纳为六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抱负精神；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理念； 
(3) “都是人民勤务员”的平等意识； 
(4)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士品格； 
(5)  为美好共产主义奋斗的终极思想。共产主义 

当然是一个遥远的想象。可是远大信仰的意义不在于 

是否能够完全实现，不在于是否能够进行科学论证， 

而在于能够引导人们不断地向其努力，向其发展，向 

其进步。这样的社会才能积量变为质变，实现超越性 

发展。所以，只有确立了高尚信仰，才有美好未来的 

思想基础。 
(6)  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 

想路线。党在历史上能够取得的各种胜利和进步都是 

与这样的思考方式紧密联系着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对 

传统的那种崇拜圣人，搞什么先师至圣，实质为本本 

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愚昧落后僵化的思考特 

征的根本性革命。 

可是，革命文化中存在一个重大偏差，其集中体 

现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其危害有五： 
(1)  强化狭隘的人际利益观。阶级学说与儒家文 

化的狭隘追求沆瀣一气，促人短视、偏视，以其时髦 

特征强化着中国人狭隘的价值取舍，其直接恶果之一 

就是桎梏了中国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2)  助长“窝里斗”劣习。讲斗争，则在和平时 

期也离不开“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困境，斗争至上， 

则有手段无择，这无疑与中国人“窝里斗”的积习一 

拍即合。可以推论，眼下国人性情深处那种漠视诚信、 

奚落诚信、丧失诚信的思想就源于此。 
(3)  僵化政治改革理念。当前，中国改革的关键 

在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又在党的改革。但如 

按阶级学说逻辑，党的阶级性是无可更改或否认的， 

姓社姓资的梦魇就一直尾追大家，使党的改革永远无 

法走上实事求是的科学道路。事实上，从国内看，我 

党已不是某个阶级的党；从世界看，现代的政党也不 

都是代表某个阶级利益的。 
(4)  恶化国际关系。这里争议肯定极大。阶级学 

说里狭隘的人际利益观用诸于世，就免不了对什么事 

都有那么些“鸡肠小肚”，当然，我们常常会把他称 

作战略或策略(只是我们似乎并不很清楚究竟得到和 

失去了什么）。这使得我们总难得那么理直气壮和光 

明磊落。 
(5)  酝酿“新一轮”内乱。讲阶级斗争，就必须 

讲对立面，就必须讲斗争。而这种对立，往往是很粗 

糙的阶级（人群）性对立，这种斗争，最终的逻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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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也脱不开“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实际上， 

在当前改革受阻，流弊丛生之际，很多人正在依据阶 

级学说，有意无意地将整个领导阶层敌对化，这种现 

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就两种传统文化比较而言，儒家文化是一个封闭 

大国源远流长的思想所在，势力异常强大；而革命文 

化源自外域，普及的时间和程度都远不及前者，以至 

于在几十年的两相争斗中就常常处在弱势地位。仅有 

建国不久的 50~60年代革命文化凭借执政集团的崇高 

社会威望而风行一时。但即使那个时候，儒家世俗功 

利思想对革命文化及其人员的影响侵蚀也无处不在。 

改革以来，片面理解和刻意追求经济等器物目标的确 

立，致使儒家文化全面回潮，革命文化中着意于精神 

层面的理想信仰文化更显式微了。 

三、文化改革的整体视角 

文化改革的整体视角即全面系统地思考文化改革 

问题，力戒盲人摸象般的片面性局限性和粗浅性，始 

终把握好文化改革的根本取向、 基本原则和关键环节。 

文化改革的根本取向就是要由世俗功利文化转向高尚 

信仰文化。人们为什么说“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危险 

的” [2] ？从道德这个层面上讲，在于信仰的确立能够给 

人们提供一个根本的思想行为约束，靠着长远乃至神 

祗的超越性力量促使人们从善向好。这是一些具有先 

进信仰的族群在历史发展中为什么越来越文明进步的 

精神渊源。而世俗功利型文化治下则表现不同。因其 

最终的目的就是器物层面的看得见利益，所以只要拥 

有这种利益就是人生的成功，除此之外，什么道德， 

什么规则，什么手段，都不是约束的条件，都是可选 

择，也即是可放弃的，这样势必然内含着道德和管理 

水平长期不能上升的历史逻辑走向。当然，任何观念 

文化类型都存在一定道德标准及实践样式。但是任何 

道德标准都具有在其思想文化背景上相互比较的高下 

优劣性质。像传统儒家道德就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世性的道德诉求，又更有 

君臣父子、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落后的等级道德价 

值观念，与其相应的则是一以贯之的官本位政治文化 

环境，所以，儒家道德理念的社会实践常常是“官定 

的”存在非常鲜明的上行下效规律性。分散个体的道 

德极力坚持如与社会官文化强势环境不合必然无以为 

继，其历史的社会效果自然也很苍白。社会的总体道 

德状况则完全取决于官僚及其治理的表现，这样就很 

容易在社会转型或者动荡不定或者官僚表现不佳的时 

候出现全体性的道德滑坡。 

跳出道德这个范畴观察，其实信仰的作用还更在 

于培育发掘人们的精神力量。崇高信仰的确立，能够 

为人们开创一种平和、充实、纯净、持恒的上进求知 

心境，这就为人们更加客观真实和深刻系统的认识自 

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规律性提供了优越的思考条 

件，产生愈多的思想成果，最终就促进了文明的新的 

发育发展发达。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全面研究中国 

历史后，看到其有着辉煌技术成果却一直缺乏科学事 

业的萌生发展而百惑不解，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疑 

问 [3] 。解开这个疑问其实从只有崇高信仰才能创造科 

学研究必须的心态角度就颇具解答周延性了。从一个 

民族的历史发展去看，如果没有确立崇高信仰，就很 

难确立更加宽广的眼光视角，就不能逃脱经常被世俗 

利益纠结干扰，而缺乏长远研究的心理定力，就无法 

促使科学的萌生发展。为什么即使近现代以来，代表 

当今科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极少授予华人，而即使 

获奖的几位华人也没有获得基础理论的突破成果呢？ 

究其根本原因，应该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缺乏崇高精 

神信仰，致使我们缺乏那种代代相传的理论研究思考 

的心理定力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从这样的战略 

高度来转型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各方面综合的情况来 

看，我们还是选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仰更有社会基 

础，要紧的如何剔除其阶级斗争学说的魅影，以及如 

何创新民主法治来督促党的信仰先行实践。要探索新 

时期教育灌输和确立崇高信仰的路子，比如将老三篇 

等经典列入课本、进入各级党校的信仰教育等。 

基本原则有以下三方面： 
1. 承续扬弃传统文化 

无数事实证明， 传统文化流传愈久就愈有生命力， 

成为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强大 

的儒家文化流传了两千多年，已经对同胞们变成了入 

血入骨的客观存在，这是一下子无法改变的状态。所 

以那种对于传统落后文化要全部推倒重来，或者进行 

什么文化断层式的改革思想大都是不现实的。另外， 

从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来观察，即使儒家文化在我 

们的现代化建设中，也仍然可以有其重要的效用。比 

如前面讲到的修身文化，还有一些道德信条，都有其 

长期性的意义。而即使是官本位文化，对于维护既定 

的社会秩序，以保障改革稳定渐进的推行，也有其存 

在的必须。那种世俗功利追求观在进行市场取向的经 

济发展中无疑也有积极的作用。当然，文化改革的长 

期趋势还是要对这些逐步给予转型的。对传统的革命 

文化要紧是不忘高擎其远大理想信仰和科学思维的大 

旗。同时，又要态度坚决地梳理过来许多错谬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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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学说所造成的客观情况，在适当时候公开与 

这个学说理论决裂。 

2. 吸收创新西方文化 

对西方先进文化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吸收，但不能 

照搬照套其具体实现的样式，而应该明了其系统关联 

下的本质所在，将其借鉴到我们的文化建设中来。比 

如西方文化中常见的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等精髓， 

就都有其系统关联着逐渐发展演进的过程，我们千万 

不能只看到其在西方的现实表现方式，就以为拿来搬 

用到我们的社会便好的。讲自由离不开崇高信仰的根 

本约束。讲民主离不开渐进提高的历史条件。讲平等 

离不开分步走的进程。讲独立离不开法治契约的秩序 

背景 [4] 。所以，能够看到这些关联条件，能够认识西 

方先进的本质精神，才有可能将其逐步有机地结合到 

我们的文化改革创新中来， 才能整体有利于我们族群。 

3. 坚持搞好党的领导 

从整体文化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 

形成的，是中国现代化秩序的核心所在。美国前政治 

学学会主席亨廷顿 [5] 曾有句名言，对后发国家的改革 

和现代化来说，秩序比自由更重要。这是看了许多落 

后国家乱用民主自由所造成劫难的中肯之言。当然， 

我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只是着 

眼于制度权威上的政治领导， 更应该着眼到具体行动、 

先进思想和文化引导方面的领导。这些既是党的光辉 

历史经验的宝贵结晶，又是中国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的要旨所在。江泽民所提出的党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应 

该在这种阔大文化视角上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实践。 

文化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搞好 

文化改革必须找清找好其关键环节，并在不同时期根 

据相关条件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要充分考虑改革举 

措的可操作性。当前改革关键环节还是民主政治，具 

体措施有以下三方面。 
1. 由下而上逐步创建民主选举产生的监督体系 

民主政治的本质或广义定义可这样下：民主是由 

投票多数进行抉择的管理方式。中国问题从管理角度 

看，也可以归结为三个字，即“不落实”。常常是问 

题明确了，解决的态度和办法也有了，但就是没有人 

员没有责任去落实好。传统和现行的管理体系是单一 

从上的负责制，因此追究下级不落实的责任时往往上 

级自己也难免会揽上担负，致使问责常常不了了之， 

这就是“不落实”体制落后的实质所在。必须创新一 

种民主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单一从上型的制权机制。具 

体讲，可以先在各级党组织的纪委开刀，纪委改监委， 

将其书记改为党员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定期和不定 

期的党员大会或代表述职、质疑乃至弹劾；竞选监委 

书记不受年龄、职级等条件限制，可连选连任；监委 

书记任职后享受同级党委书记职级待遇，离职后则退 

回到原有待遇。 
2.  创办一种民主高效的内部讨论园地(报刊、论 

坛、网站) 
其要旨是调动各个方面积极的思想思考资源，增 

加民主决策的择优功效。园地与行政级别脱钩。编者、 

作者与读者的资格都应该由一定的考核、考察或者考 

试程序后授予。园地的管理工作要采取诸如“罗伯特 

议事规则” [6] 类的科学方式。园地的发稿要真正贯彻 

百家争鸣的原则。园地要经常进行一些重大课题的征 

文竞赛活动，比如理想信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扬弃 

问题、民主法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等。对于凡 

是具有对策性操作性的文稿，要按照现行人大提案的 

处理程序那样进行专题讨论，并转交有关部门给予实 

施办理。园地的开办经费先由各级相关财政支付，待 

条件成熟后可转由一定的社会政治捐献资金解决。 
3. 试行民荐党员的方法促进党的领导 

在中国，人民群众政治素质大面积的提高有待党 

组织民主化的加强。在党内民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 

况下，可尝试在群众中间开展民荐党员活动，以扎扎 

实实训练培育大家的民主实践能力。 
(1)  民荐党员就是以普通群众投票方式来推荐优 

秀党员、入党对象和对重大党事、政事进行的民主测 

评。其结果必须列入相关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并将 

议决结果专题上报和向社会公开。 
(2)  先试点，后推开。大体是由各个社区组织， 

定期(年度和任期)、定事(预先公开)、定人(投票者范 

围)进行。 
(3)  投票前，可酌情安排适当的相关事宜公辩演 

讲活动。 
(4)  公费投选。设立投选基金，来源为公共开支 

和社会捐赠。捐赠个人授予相应的公益荣誉。基金进 

行透明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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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insic analysis of cultural refor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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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ure of things consists of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reform can be understood by defining culture, and by know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of culture. On this 
basis,  the  attribut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e.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and  revolution, 
should be made clear. Holistic view of cultural reform includes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thinking about all 
aspects  of  complex  cultural  issues,  strictly  avoiding  the  onesidedness  and  limitations  of  Blind  Men  Touching  the 
Elephant (draw conclusion from incomplete data), firmly grasping th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basic principles and key 
measures of cultural reform. Th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reform is a transition from the secular materialistic 
culture to spiritual belief culture. There are three basic principles of cultural reform: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the useful 
and  discarding  the  usel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bsorbing  and  innovating  western  culture,  and  persisting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One of the key measures of cultural reform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supervision 
system  by  democratic  election  from  down  to  up.  Another meas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and  efficient 
discussion boards. The third is to attempt to promote the party’s leadership by means of publically recommended party 
members. 
Key Words:  cultural  definition;  cultural  structure;  cultural  attribution;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basic  principl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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