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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转型是旧的文化形态、模式被新的取代过程ꎬ具有世界性、民族性、时
代性的内在逻辑ꎮ 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价值诉求是构建全新的现代性文化体系和时代

性价值体系ꎬ应将人的理念转变、文化生态构建、文化产业转型和全新话语体系构建等

作为实践路径ꎬ促进传统文化重生与再造ꎬ以适应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需要ꎮ
〔关键词〕当代中国ꎻ文化转型ꎻ文化生态ꎻ内在逻辑ꎻ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堕落ꎬ正在承受文化解构和文化再

造的痛楚ꎮ 由于长期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创造和

积累ꎬ单向度地推崇以工具理性为本、效率优先的理念ꎬ文化转型严重滞后于经济

转轨、社会转型ꎬ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明对话中处于边缘地位ꎬ中华文化话语缺场

常态化ꎬ亟待通过有效的文化转型构建全新的现代性文化体系和时代性价值体系ꎮ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转型是世界性发展问题ꎬ也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ꎮ 近年来ꎬ
学界围绕中国文化转型的内涵、内容、特征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ꎮ 费孝通先生

曾说“我认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ꎬ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

我毁灭的绝路ꎮ 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ꎬ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已经

是个现实问题了ꎮ” 〔１〕目前ꎬ学者们对文化转型尚无统一的、权威性观点ꎬ耿志云

认为“文化转型最基本的含义ꎬ是文化改变了自己的前进和发展方向ꎬ从而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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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自己的性质和表现形式” 〔２〕ꎮ 赵旭东认为“文化转型对于中国而言ꎬ首先意

味着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上的转变ꎮ” 〔３〕 李长江、欧阳奕认为“文化转型

时期是指某一时期内ꎬ文化发展明显的产生危机和断裂ꎬ不是一个短的时

期ꎮ” 〔４〕关于文化转型的具体形态和内容ꎬ陈一放认为“文化转型具体表现为文

化范式的彻底更新、文化结构的现代转换和自我文化意识的确立ꎮ” 〔５〕 关于中国

近代文化转型的特征ꎬ张允熠、张瑞涛认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根源于社

会转型、社会实践的需要ꎬ它滥觞于明清之际ꎬ主要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中国近

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ꎻ二是中国近代

主流文化转型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ꎻ三是中国近

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和时代主题下完成的ꎻ四是中

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并没有中止传统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ꎬ标志着中国

主流文化完成了两千年最伟大的一次转型ꎬ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ꎬ传统

仍在不断发生作用ꎮ” 〔６〕郑大华、胡峰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

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ꎮ〔７〕

综合归纳ꎬ文化转型是指旧的文化形态、模式被新的文化形态、模式所替代ꎬ
表现为主导型文化的解构、变革、再造过程ꎮ 文化转型是在文化内部演变积累到

一定程度ꎬ并在外来文化催化下ꎬ吸收其精华而产生的新文化ꎮ 当代文化转型实

质是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ꎬ以构建现代性文化体系和时代性价值体系

为价值尺度ꎬ具体体现在促进人性解放、理念更新、文化繁荣和生态良好ꎮ

二、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ꎬ文化转型遵从世界性规律ꎬ体现民族性特质ꎬ需要与

时俱进ꎮ 文化转型的世界性规律、民族性特质和时代性命题是有机统一的ꎬ三者

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ꎬ体现在特殊性与普遍性、历史性和创新性、内在性和外

源性的统一ꎮ
１. 从文艺复兴运动看文化转型的世界性

文化转型在西方国家进行的早ꎬ研究的早ꎮ 美国学者席勒提出的文化帝国

主义理论认为ꎬ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西方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ꎬ控制国内外媒

体的结构和内容ꎬ强制输出自己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ꎮ 在此环境和

压力下ꎬ作为经济欠发达和文化弱势国家ꎬ如果本国文化自身不够强大ꎬ文化制

度创新力不足ꎬ该国家文化向异质转型加速ꎬ并被外来文化同化ꎬ逐步成为文化

殖民地ꎬ该国文化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将丧失ꎬ种族文化将灭绝ꎮ
文艺复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种普遍的“文化转型现象”ꎮ 其转型的

形式、宗旨和目标具有世界性的标杆和导向ꎮ 黑格尔曾指出ꎬ各民族在历史演变

过程中都有一个“普遍沉沦”时期ꎮ 对欧洲大地而言ꎬ中世纪就是“普遍沉沦”时
期ꎬ史称欧洲最黑暗时代ꎮ 在此时期ꎬ神是世界的中心ꎬ人依附于神ꎬ神权高于人

权ꎬ神本主义高于人本主义ꎮ 文艺复兴运动是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为潮流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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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理性为核心ꎬ高举理性主义旗帜ꎬ诞生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ꎬ
开启了西方现代化航程ꎬ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ꎬ完成了从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ꎮ
文化转型的形式一般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化典籍的再弘扬ꎬ对古典文化

的复兴ꎬ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创新ꎮ 文艺复兴运动先锋们是一群热爱古典

文学和哲学的知识分子ꎬ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和开办学校ꎬ发扬光大罗马、希腊时

期的古典文化ꎬ向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发起挑战ꎬ以坚定的人文精神反对蒙昧主

义、封建主义和禁欲主义ꎮ 在文艺复兴时期ꎬ大学和现代学校教育获得较大发

展ꎬ例如波伦亚大学(１１５８)、牛津大学(１１６８)、剑桥大学(１２０９)等先后建成ꎬ部
分君主还创办了新式学校ꎬ法兰西一世还在 １５３０ 年创办了王家图书馆ꎮ 这些文

化机构的建立ꎬ普及了新知识和新思想ꎬ活跃了人们的思想生活ꎬ提高了人们对

世界和自身认识的水平ꎮ
文艺复兴运动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新文化的兴起ꎬ在此时期ꎬ哥

伦布、麦哲伦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壮举ꎬ打开了人们的视野ꎬ形成了新的宇宙观ꎻ哥
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巨匠的天文学、物理学思想导致反神

学文化和无神论思想的形成ꎬ表明宇宙物理统一性与人类精神统一性的完成ꎻ达
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绘画雕塑艺术表现出文艺复兴的主要特征ꎮ
笛卡尔、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思想的广泛传播ꎬ在欧洲社会形成了反封

建、反专制、反教会的浪潮ꎬ催生了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ꎮ
２. 从中国文化论争看文化转型的民族性

文化转型具有民族性ꎮ 中国的文化转型由来已久ꎬ始于 １６、１７ 世纪ꎬ直到

１９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因外力激活ꎬ文化的现代转型才真正开展ꎮ 张岱年认为ꎬ１６
世纪以来ꎬ中国文化争论按演变线索分为以下三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是从明万历、天启年间耶稣传教士的东来到清朝的雍正元年(公
元 １７２３ 年)ꎮ １６ 世纪末叶ꎬ西方教会受宗教改革打击ꎬ其绝对权威受到挑战ꎬ便
向海外传教扩大势力影响ꎬ一批传教士到中国以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名义传教ꎮ
康熙帝还通过传教士招揽法国科学家ꎬ为其本人讲授代数、几何、物理、解剖学

等ꎮ １７０４ 年ꎬ罗马教皇勒令中国教徒不准礼拜祖宗ꎬ引起中国人不满ꎬ雍正元年

清政府将在华传教士全部驱逐ꎬ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长达百年ꎮ 这一时期文化之

争核心是文化一源论和多源论、西洋文化中心论和华夏文化中心论ꎬ如何捍卫中

华文化主体地位ꎮ 李约瑟认为“耶稣会传教士们自以为欧洲当时的科学具有优

越性ꎬ实际上他们过分夸大了ꎬ并且有许多错误ꎬ因此就不能指望不引起强烈的

反作用ꎮ” 〔８〕

第二阶段是从鸦片战争爆发(公元 １８４０ 年)到“五四”运动前夕(公元 １９１９
年)ꎮ １８４０ 年以后ꎬ中国被动进入世界现代化体系ꎬ经历了一个从学习科学技

术ꎬ再学政治制度ꎬ进而学习资产阶级观念的过程ꎮ〔９〕 这一时期的文化之争是

“中西体用”之争ꎬ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ꎬ目的是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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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维护中国封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ꎮ 李鸿章、张之洞等干将不仅著书立说ꎬ还
亲自实践ꎻ保守派担心“奉夷为师”导致变而从夷ꎬ极力反对西方本位文化ꎮ

１８９８ 年ꎬ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ꎬ旨在对中国政治体

制进行变革ꎮ 康有为的“伪经”和“改制”ꎬ强调“西学中源说”和中西文化调和ꎬ
引起统治集团内保守派的恐慌ꎬ封建顽固势力对改良派进行打压ꎮ 戊戌维新时

期引入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ꎬ校正了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ꎬ为民

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基础ꎮ
戊戌变法失败后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大事件ꎮ 由于清政

府的日益腐朽反动ꎬ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ꎬ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ꎬ革命党

人取代了改良派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ꎮ １９１１ 年爆发了辛亥革命ꎮ 辛亥革命

结束了中国 ２０００ 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ꎮ 但是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中华民国ꎬ缺
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支持力量ꎬ共和派难以掌握政权ꎬ文化发展目标虚化ꎬ文化

转型不到位ꎬ思想文化领域再次出现了复古逆流ꎮ
这一阶段的文化转型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ꎬ关键是没有厘清文化发展方

向ꎬ中西古今摇摆不定ꎬ社会精英沉湎于空洞的学理研究和方法论讨论ꎬ理论严

重脱离实际ꎮ “因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知

识ꎬ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ꎮ” 〔１０〕

第三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ꎮ １９１９ 年ꎬ陈独秀创办

«青年»杂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ꎬ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探索新时代ꎮ 由于西

方国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ꎬ资本主义受到重创ꎬ而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胜

利ꎬ西方文化出现危机ꎬ东方文化中心论开始抬头ꎮ “五四”前后ꎬ出现了以陈独

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和以梁漱溟、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ꎮ 新文化派

认为ꎬ东方文明是古代文明的遗留ꎬ已落后于时代发展ꎬ西方文明才是现代的文

明ꎬ代表着人类文化方向ꎬ东西文明的差异主要是时代差异ꎮ 东方文化派认为中

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ꎬ中国文明比西洋文明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主要是民

族差异ꎮ 梁漱溟提出“文化三路向”观点ꎬ并断言中国文化必将是世界文化的方

向ꎬ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ꎮ
«民国日报»于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发表了陈序经的«中国文化之出路»ꎬ王新命等

十教授于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ꎬ在全国引发了

“全盘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派的文化论争ꎮ １９３０ 年代文化论争ꎬ实
质上是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和文化如何转型路向的论争ꎮ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ꎬ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ꎬ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

论ꎬ对中国百年来文化论战作出科学总结ꎬ强调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ꎮ 指出

“五四”以前的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文化ꎬ“五四”以后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

化ꎮ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ꎬ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ꎬ就是新民主

主义的文化ꎬ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ꎮ” 〔１１〕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ꎬ超越了

国粹主义和西方文明中心论者的狭隘眼界ꎬ确定了 １８４０ 年以来中国文化性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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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ꎮ
３. 从当代中国文化热看文化转型的时代性

１９８０ 年代至今ꎬ中华传统文化在华夏大地上突然火起来ꎬ先是 １９８０ 年代的

文化热ꎬ再到 １９９０ 年代的“国学热”ꎮ “内容庞杂的‘国学热’具有极强的精

神感召力ꎬ使得当前中国文化在精神面貌方面呈现出一种与改革开放初期

的‘全盘西化’倾向迥然而异景象ꎮ” 〔１２〕

改革开放初期ꎬ俗称 ８０ 年代的“文化热”的标志是三次大争论ꎬ即伦理问题

的“潘晓讨论”、哲学问题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和改革目标的“姓‘资’
姓‘社’大讨论”ꎬ其本质上是政治争论ꎮ 对“文化热”推动较大的是由文化学者

组成的民间文化群体ꎬ如以科学民主为口号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西方

资源为旗帜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及以传

统文化为象征的中国文化书院等ꎮ ８０ 年代的“文化热”是一种文化反思ꎬ是知识

分子借用文化批判政治ꎬ抒发为国为民的梦想ꎬ解放了人们的思想ꎬ促进了改革

开放ꎬ使中国迈上追求富强的现代化之路ꎮ
９０ 年代又出现以传统文化复兴为主体内容的“国学热”浪潮ꎬ而且持续到今

天ꎮ 国学热始于 １９９３ 年ꎮ 先是«人民日报»发表文章ꎬ后有中央电视台跟踪报

道和«百家讲坛»举办ꎮ 中央媒体的宣传助推“国学热”ꎬ许多报刊设立“国学”
专版ꎬ一些高校成立国学院、开设国学班ꎬ民间也出现读经班、孟母班等私塾教

育ꎬ各地还出现了大规模祭孔、成立宗亲会等活动ꎮ 另外ꎬ还出现了“儒藏编纂”
工程和“甲申宣言”的重大文化事件ꎮ “国学热”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自觉ꎬ体现了

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ꎬ有利于消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ꎮ
但是“国学热”缺乏代表性思想家ꎬ也没有公认的学术精品ꎬ不自觉地陷入文化

自大和文化自卑的两极泥沼中ꎬ而且还在向商业化、庸俗化方向发展ꎬ试图用所

谓的“心灵鸡汤”去迎合市场需求、满足观众ꎬ值得高度警惕ꎮ

三、文化转型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必须从文化新启蒙开始ꎬ尤其是对社会民众进行科学启

蒙和法治思想的启蒙ꎬ彻底消除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落后、腐朽文化ꎬ比如巫术、迷信、极端个人主义等ꎬ在这方面文化创造者和思

想制造者责任重大ꎮ
文化生态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ꎮ 文化生态追求的是文化多样化、文

化多元化的“和而不同”ꎬ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ꎬ美人之美ꎬ美美与

共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ꎮ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要特别注意文化生态建设ꎬ注
重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协调ꎬ注重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均衡ꎬ
注重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平衡ꎮ 城市生态文化建设主体是人ꎬ这一主体既包

括城市原住民、城市文化工作者ꎬ也包括进城农民工ꎮ 只有切实发挥好包括农民

工在内的城市文化主体作用ꎬ才能构建起“草灌乔”共生共荣的文化生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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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ꎮ 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ꎬ必须廓清政府与市场边

界ꎬ创新文化市场管理制度ꎬ减少或消除各种无意义的显性、隐性监管ꎬ从行政性

“行业分层管理”走向面向统一大市场的综合性大部制管理模式ꎬ实现高效的文

化治理与意识形态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ꎮ 必须完善文化企业产权制度ꎬ规划

建设文化产品市场ꎬ加快建立多层文化要素市场ꎬ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ꎬ规范

和净化文化市场ꎮ
加速文化产业转型ꎮ 未来文化产业要充分利用互联网ꎬ推进文化内容、平

台、载体、传播等全面转型ꎬ加速文化与科技、旅游、设计、金融等相关产业融合ꎮ
加强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的顶层设计ꎬ实现文化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和集约化ꎮ
制定文化消费政策ꎬ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消费活动ꎬ利用新产品、新业态、新功能刺

激文化消费增长ꎮ 积极引导和推进文化品牌创新ꎬ引导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向产

品化、规模化、集约化ꎬ建设一批“文化老字号”ꎮ
推进文化转型还要注意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问题ꎬ促进中国文明与世界文

明的平等对话ꎮ 不可否认ꎬ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是缺失的ꎬ文明对话总体

上仍是弱势文化ꎮ 必须提升自己的学术反思能力ꎬ将中国问题作为世界学术话

语观照的中心ꎬ开展自我的强势传播ꎬ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ꎬ传播自己的核

心价值观ꎬ克服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和价值干预ꎬ使中国话语和中华文明打上我

们自己深深的烙印ꎮ
在当代中国ꎬ文化转型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新的

文化体系ꎮ 文化转型目标能否实现ꎬ有赖于文化生态环境的优化ꎬ有赖于城乡居

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文化素质提升ꎬ也有赖于文化政策的创新ꎬ必须科学确立文

化转型的目标和方向ꎬ找准文化转型的重点和路径ꎬ通过修正和改造传统文化ꎬ
先本土化后全球化ꎬ使中国文化适应文化全球化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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