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嘉璐：中华文化要走向民间，走向世界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

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当今的中国，在文化领域有千千万万件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但是

我认为有两件事应该特别重视，特别强调。 

 

  第一件：我们所研究的优秀传统文化怎么才能深入到 13亿人的

心里？怎么能普及到 2800多个城市里？怎么能进入到几十万个村庄

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仍然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包括作家、学者、书画家等等，也就是仍然仅仅停留在 13亿人中的

极少数人里，那么，炎黄文化几千年的积淀，一定要丧失，一定要断

种！因为文化应该存在于老百姓的生活里，活生生地存在于人们的心

里，大家认同，大家实践。中华文化的优秀品德，不管是“仁义礼智

信”，还是“和而不同”，当它仅仅停留在杂志上的时候，它已经死

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仁义礼智信”的思想，能够深刻懂得并

自觉实践的，在 13亿人里面恐怕也是极少数。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困

境，我们的尴尬，我们自己的悖论！ 

 

  第二件：既然我们自认为从炎黄开创的中华文明史经过无数代前

人总结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理念最适合人类的生存、繁衍和进步，那么

我们就有责任把宝贵的遗产以及我们今天的思考奉献给世界。中华民

族的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元，只有真正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让世



界人民承认你们是多元文化的一元了，才能形成多元文化的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世界还在朝着文化“单元化”走。在北京，

在我们的大城市，我们觉得到处洋溢着中华文化。但是就全球看，西

方的文化、美国的文化还在以比我们中华文化快得多的速度向全世界

散播。越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前路的坎坷，但是

无论如何，中华文化必须走出去。 

 

  对此，我们没有作好准备，还并不真正懂得如何走出去。不是我

们的书画在国外办一个展览就是走出去了。外国人绝大多数看不懂中

国书法，看不懂中国画。因为他们从小、从他们曾祖父那一代，看的

就只是西洋画、写实的画，看不懂写意。意者，思想也。因为他不了

解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不会懂得芭蕉树下一个老者在一块石头

边喝着茶、仰望着山峦云海表现的是什么。 

 

  因此，无论什么形式的文化产品，要走出去，就需要用人家懂得

的语言，用人家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向人家介绍。例如，中国画讲笔

墨，要用线条，什么都可以用浓淡的墨色表现，而西洋画恰恰是绝对

要回避线条，要用画家眼里的客观事物的色彩。又如，中国画不讲究

透视，但看了自然知道远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了线就不是中

国画了？我们的画家在自己的画作前，面对外国的参观者，能不能用

最通俗的、外国人喜欢听的话语向人家介绍啊？当中国书法、绘画不

再成为一般外国人作为猎奇，作为观察落后、原始而购买的时候，我

们的文化才能算是真正走出去了。其他的文化品种也都有这种情形。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没入学的小孩子。我们要虚下心来，当小学生、



当中学生。当然，我们又不会是严格意义上的小学生、中学生。因为

在我们胸中，在我们脑子里、皮包里，装着世界上最好的艺术、最好

的作品。我们不过是要虚下心来，把最好的东西教给那些某种意义上

的“文”盲。这主要不是为了销售，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通过书画，了

解中国人平和、友爱，或者说是包容世界的天地之心。 

 

  一个“走向民间”，一个“走向世界”，我想，这是中国文化界

共同的使命。 

 

  （注：本文节选自作者在中华炎黄文化优秀成果展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