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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醒 地 认 识 文 化 建 设 问 题

一
口 许矗璐

什么是文化�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

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所有成果
。

文化必须是人类

创造的
。

比如黄果树的瀑布
、

九寨沟的风景不

是文化
,

那是大 自然的赋予
。

但是
,

在黄果树

瀑布旁边筑个小亭子
,

九寨沟藏族姑娘的热情

接待
,

那就是文化
。

大猩猩
、

狗熊画 的画不是

文化
,

尽管它可能价值几千万
。

因为文化正是

人类从动物里分化出来的一个要素
。

有的学者

说
“

文化就是人化
” ,

人之所以成为人
,

就是因

为有了
“

文
” ,

而且
“

化
”

了
。

狭义的文化就是

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
。

谈文化应该把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区分开
,

但是二者又难以严格地

区分
。

文化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

要把握文化
,

首

先要将它条理化
。

我将文化分为三个层级
�

表层文化 �又称为物质文化 �
。

这是人类最

易感知的文化
,

是围绕衣食住行所体现的去取

好恶
。

物质本身不是文化
,

但
“

去取好恶
”

赋

予在上面就是文化
。

中层文化 �又称为制度文化 �
。

中层文化包

括风俗
、

礼仪
、

制度
、

法律
、

宗教
、

艺术等等
。

这一层的特点是要借助物质来体现底层的文化
。

底层文化 �又称为哲学文化�
。

底层文化就

是人的个体和群体的伦理观
、

人生观
、

世界观
、

审美观
。

也有人说包括价值观
,

其实它是伦理

观
、

人生观
、

审美观的综合
。

我体会
,

文化发展有这样几 个规律
。

变动不居
,

文化相对停滞和过速都是危险

的
。

文化变化的速度与社会经济�生产力� 的速

度成正比
。

人类真正具有文化
,

是在形成了社

会
,

有了劳动剩余时间之后
,

但那时的生产力

并不发达
。

工业化使得生产力成百
、

上千倍提

高
,

文化发展也随之加快
。

文化变化的速度是国家活力的表现
。

文化

发展慢
,

反映国家活力不足
。

文化相对停滞和

过速都是危险的
。

文化相对停滞
,

国家就处于

相对危险的时期 了
。

但文化发展过快也 不好
,

就好像人跑得太快容易丢掉身上带的东西一样
。

在快速发展中最容易丢失的就是精神和传统
。

丢掉传统的东西就要无根
,

就要迷茫和迷失
。

文化变动的动力
,

从社会上说就是生产 力

和生产关系
。

但是
,

文化作为复杂的系统
,

还

有其内动力
,

这 就是 层级和 系统 内部的彼此

冲撞
。

文化的外动 力
,

就是异质文化的接触和

冲撞
。

多元多彩
,

对于文化的不同
,

人力只能进行

干预和引导
,

而不能掌控
,

文化多元多彩是必

然的
,

这也是文化发展所必需的
。

文化就是人

化
,

人的复杂性导致行动的不统一性
,

而不同

的行动又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基元
�

文化是一种

生活方式
,

人有了意志之后
,

总要追求 自己的

生活方式
,

文化也随之不同
�

文化是人的思想
、

言论
、

行动的综合
。

对于文化的不同
,

人力只

能进行干预和引导
,

而不能掌控
。

我们要使大

家统一思想和行动
,

就应当用高尚
、

向上的东

西加以引导
。

吸收异质
。

基于不同地理
、

历史
、

文化
、

生

产等因素而形成的文化就是异质文化
。

“

质
”

的差异有程度的不同
,

近缘和远缘的

不同
。

青海的花儿和陕北的陕调属于近缘
,

非

洲的调子和我们属于远缘
。

远缘可以变近缘
。

表层文化很少表现
“

质
”

的差异
,

而在中层
“

质
”

的色彩就浓 了
。

佛教
、

道教与其他宗教
,

京剧
、

昆曲与意大利歌剧
,

国画与
“

西洋画
” ,

中国与西方的家庭观念的差异要比德州烧鸡与

肯德基烤鸡的差别大
。 “

质
”

的差异最主要在底

层
,

越趋向底层
“

权重
”

越大
。

基督教
、

伊斯

兰教
、

佛教
、

儒学和道教的实质差别就在底层
,

泛口� 才
�

� 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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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它们看待伦理
、

看待个人价值的观点和

态度不同
。

雅俗互动
,

二者没有高低之分
。

雅文化与

俗文化是互动的
,

二者没有高低之分
。

所谓高

级与低级的 区分
,

在于百姓是否欢迎
,

内容是

否 引人向上
,

是否能引起人们精神的愉悦
。

雅

文化加工精细
、

欣赏者少
�
俗文化加 工 比较

粗
,

和原生态距离不远
,

容易取悦受众
,

欣赏

者多
。

俗文化是艺术的源头之一
,

雅文化是在俗

文化基础上形成的
。

在 � � � 年前
,

京剧是唱野

台子戏的
,

是俗文化
。

进京后经过精雕细刻才

最终形成雅文化
。

中国的诗歌起源于诗经
,

最

初很大一部分就是男女调情的写 照
,

但后来成

为了经典
。

经汉乐府
、

六朝文人诗
,

后来慢慢

形成了可以唱的律诗
,

之后又出现宋词
、

元 曲
、

元杂剧
。

四大名著
,

除了红楼梦
,

最初都是说

书的话本
。

雅文化从俗文化 中吸取营养而提

高
,

反过来再推动俗文化
。

这种互动循环往复
,

推陈出新
,

文化才得以前进
,

这是非常重要的

规律
。

表动底静
,

一个社会文化的断裂与否
,

主要

看 中层和底层的关系
。

表层文化就像地球上的

山河
,

底层文化就像大地母亲
。

山河的形状可

以改变
,

但 山河之性无法改变
。

底层就是本性
,

最为稳定
�

表层
、

中层要向下渗透
,

久则撼基
,

其中中层尤其关键
。

一个社会文化的断裂与否
,

主要看中层和底层的关系
。

比如
,

我们是吃烤

鸭
、

板鸭还是炖老鸭
,

这没有关系
�

但是
,

歌

曲
、

诗歌是让人颓废
,

还是催人奋进
,

这就很

重要
。

如果中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相抵触
,

这个

断裂就将形成社会的危机
。

当前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我简要概括为

以下八点
�
�

�

底层欠晰
�
�

�

中层仿徨
�
�

�

表

层无属
� �

�

俗而无章
� �

�

亚者乏力
� �

�

高雅

孤芳
� �

�

文化 自觉
� �

�

纲举目张
。

首先底层文化欠细
、

欠 明朗
。

我们现在提

倡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
,

又提倡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传统文化
,

但这又 不完全是传统文化所

提倡的仁
、

义
、

理
、

智
、

信
,

也不像孙中山先

生提出的忠孝
、

仁爱
、

信义
、

和平
。

我们的集

体主义
、

爱国主义的支柱是什么
,

目前还不够

清晰
。

现在中国城市的表层文化属于哪一家�风靡

城市的消费主义
、

时尚侈靡之风是什么文化 �俗

文化 目前也没有章法
,

几乎处于 自生 自灭状态
。

因此
,

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
,

我认为
,

当前

要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一要三层并举
,

沟通古今
。

建设我们的文化

需要表
、

中
、

底三层一起动
,

只举一层是不行

的
。

我希望有更 多的人剖析文化的层次
,

促进

三层同步建设
。

二要着眼青年
,

关注农民
。

着眼青年的道理

不用多说了
。

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

而且在

农民那里还保存着我们优秀的文化
。

民族的希

望在人民之中
,

在农民之中
,

在城市的普通家

庭里
。

三要全民启蒙
,

学校任重
。

虽然不能要求人

人都能达到理性的高度
,

但我们还是要通过全

民启蒙来实现文化 自觉
。 “

取法乎上
,

仅得其

中
” 。

学校对学生进行文化启蒙的任务最重
。

学

校是传播
、

创造文化的重要场所
。

四要自觉开掘
,

贵在创新
。 “

八荣八耻
”

是

做人的基本淮则
,

但要让人们知荣知耻
,

光凭

发文件
、

做报告
、

贴标语不行
,

还要靠大量中

层的东西
。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学
、

艺术
、

风

俗等中层文化
,

以创新的思维和方法
,

用人们

愿意接受的方式和手段去宣传
、

去渗透
。

我们

要 自觉地去开掘藏于民间
、

代表民族精神和民

族前进方向的点点滴滴
。

但是
,

只是一味照搬

肯定不行
,

关键还在于创新
。

文化 问题是一个民族得以强大的最根本问

题
。

全国人民的文化素养提高了
,

知识分子的

文化素养提高了
,

这时手里的设备和头脑中的

技术就可以成倍的发挥作用
。

文化的强大不仅

能够增加精神实力
,

还可以增加经 济实力
。

文

化 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 中重要的出 口

产品
。

美国最大的出 口产品不是汽车
,

也不是

� ��  �� � 和 �� � � �
,

而是文化产品
。

我们不能光坐而论道
,

要行动起来
,

为中国

文化建设献计献策
,

为中国文化发展作 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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