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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家

中国文化

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了优越感
的国家，是个既吸收各个方面的外来影响，
又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化优势的这样一
个国家。我们中国过去就不知道，也不相信
世界上有和中国一样的很多其他国家。我们
只知道中国是最伟大的。所以当英国想打开
满清政府的大门，想和中国通商的时候，中
国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和你通商，我们这
里什么都有，我们一应俱全，用不着和你们
通商。

可是近20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空前危
局。中国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我们一遇到西方的船坚炮利——— 这种强
大的，机械化的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商业力
量、商业竞争，和我们中国一直得益于自己所
讲的“仁义礼智信”——— 我称它为古道热肠，
就是我们相信的中国最好的时期是越古越好，
碰撞上了，就出现了大变局。全傻了。

这里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大家不要认为文
化是都已经兑现了的东西，文化包含着人的一
种追求，一种理想，这种追求和理想未必能够
百分之百地兑现，尤其是在你的有生之年兑
现。

比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非常好。西方的基
督教文化他们都做得到吗？打你的左脸，把右
脸伸过去？没有哪个西方人，你打他的左脸，
他会把右脸伸过来。这是不可能的嘛！是不
是？见到别人不信基督教，就说是迷途的羔
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实现不了的。爱敌
人，实现得了吗？是不是？美国人实现了爱敌
人吗？当年那希特勒——— 法西斯德国，更没有
实现。

所以文化里头它包含着许多你所向往的，
但不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东西。

中国的文化，时间太长了，几千年，越来
越多地暴露了向往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你的言
说、你的理论、你的语录和你的行为之间的距
离。譬如说我们看《红楼梦》，它没有受西方
思潮影响，既没有受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
的影响，也没有受阶级斗争、革命、暴力、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论的影响，可《红楼
梦》里的主人公并没有把仁义道德搞得很好
啊，反而很差、很恶心。尤其是《红楼梦》里
的男人，只有贾政——— 贾宝玉他爹相信这个。
贾琏相信吗？贾珍相信吗？贾敬也不相信，贾
敬他炼丹去了，炼完丹，吃到肚子里面都是结
石，吃了一肚子结石，最后死了肚皮都是硬
的。

所以这是一方面的矛盾。尤其到了清朝，
除了刚才说的追求与现实，言论与行动之间的
矛盾以外呢，更可怕的矛盾出现了，就是在中
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 西
方的文化，产业革命带来的文化，科学技术带
来的文化，商业文明，商业竞争。所谓“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套争出来的文化，
不是让出来的文化。我们的固有文化提倡的就
是让，谦谦君子。

异质的文化太厉害了呀。

文化焦虑

香港回归的时候，谢晋先生执导了一部
电影叫《鸦片战争》。这部电影没有受到特
别的重视，其实，影片中，谢晋有很深刻的
思考。里面有一些令人非常痛心的画面。英
国议会进行辩论，要不要对中国出兵，只差
一票通过，在这些议员发言的时候，有一个
议员拿着一个挺大的瓷器，说你们看见了
吗，这就是中国，然后往地上“啪”的一
摔——— 不堪一击。

还有一个场面，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皇帝
撤了林则徐的职，然后派了他的弟弟，一个亲
王，到这里主持求和。请英国军舰的舰长司令
上来参观，好吃好喝好待遇，然后参观他们的
炮台。这英国司令看了以后说这就是你们的炮
台吗？说是。这就是你们的海防吗？回答说
是。然后这英国人说，对不起，告诉你们，你
们这全是垃圾。这样一种心情呀，太可怕了
呀。

《鸦片战争》那个电影结尾的时候，是道
光皇帝带着他的儿子、女儿、孙子、曾孙，一
大堆，其中还有那一岁的，在地上爬的，在大
清的祖宗牌位前哭成一团——— 说对不起祖宗。

这个整个的我称之为一种文化焦虑。就是
我们由文化的优越一下子堕入到文化焦虑的深
渊。

挫折、焦虑、失败、救亡变成了文化的主
题，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仍然有一些老爷
子，说我们的文化很好啊，很精致啊，我们的
汉字很美丽啊，我们的瓷器烧得好啊，我们是
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啊。西方那些国
家连什么叫孝都不知道，他们是一群禽兽啊，
他们是畜类啊，是畜生啊。

但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调子，被认
为是昏聩，腐朽。那个阶段，延续到后来很长
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热衷于古书，还在那
里摇头摆尾于文言文，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

晚清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是
忧虑自己的传统文化难以应对陌生的异己的
世界，突然暴露出千疮百孔，是否气数将
尽；一方面是怕挟着军舰大炮的强势的西洋
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战胜与吃掉。各种
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充满悲情、激动人心、
争执不休。这样的紧张性，使人进退都不好
掌握。学西方(包括苏俄)学多了，怕是丢了祖
宗；学少了，怕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继承传统，多了，怕是复古封建；少
了，怕是丢了民族特色。

文化激进主义

在这种文化焦虑当中呢，我又引出第三个
范畴来，叫文化激进主义——— 一种强度的文化
焦虑必然会推进选择一种文化激进主义——— 把
已有的文化成果视之为毒药，视之为垃圾。五
四新文化运动就已经够激烈的了，在猛烈批判
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一个赛一个，不管是左派、
右派，都是批判传统文化的。当然后来都有变
化。胡适等一些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跟欧
美特别是美国一比较，便知道我们的中国事事
不如人，只能误国误民。吴稚晖，国民党的元
老，提出来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鲁迅答记
者问，给青年推荐什么书，他说：“我以为要
少——— 或者竟不——— 看中国书，多看外国
书。”

他有一个解释：“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
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
但除了印度——— 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
点事。”中国人是提倡静的。

更激烈的还有钱玄同，说什么“人过四
十，一律枪毙”呀，“废除中文”呀。“废除
中文”的说法，一直坚持到解放以后。那不是
开玩笑的人，那不是“愤青”，那是吕叔湘先
生。吕叔湘先生的名言就是，我们中国一定要
让汉字加封建专制主义被民主加拉丁化拼音文
字所取代。当然，这个观点已经被否定了，汉
字不可能被废除，而且完全可以和现代化接
轨。

这些方面都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意见。那就
是不但要否定中国的这一套传统文化中的这些
东西，而且还要否定西方已有的基督教文明已
有的一大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阶级社会是
人类文明的史前社会。只有消灭了阶级以后，
人类的文明社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说到十九
世纪，二十世纪为止，人类文明尚未开始，因
为它有阶级，它有私有财产，这也是很激烈
的。在“文革”中，我们常常朗诵、背诵、引
用马恩的语录，就是要和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
所有制的形式决裂，要和迄今为止的人类的一
切文明观念形态决裂，那时候常讲的就是“两
个决裂”——— 这也是激进。

文化激进主义还有一个很表面、很通俗的
象征，就是全盘西化。胡适就是全盘美化的代
表。他不遗余力地，非常真诚地介绍美国怎么
好，我们应该学习美国。他甚至一直在幻想去
说服蒋介石，让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这一套政治
观念。

我认为中国的全盘西化还有一个代表，不
太西，但是比中国靠西，就是全盘苏化，完全
俄化，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王明就是要按苏联
的那一套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激进主义有时候并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派
别，但是在文化上采取特别激烈的态度，而且
这些人很容易被喝彩。鲁迅先生有一个观点，
说中国人历史太久了，惰性太深了，讲什么都
没有用了。“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
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
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
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
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毛主席的说法就是矫枉必须过正。本来孔子的

学说是矫枉不要过正，中庸之道。毛主席说在
中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没法矫枉。他提
倡这种文化激进主义。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
前贤有什么毛病，而是确实中国这个文化太优
越了。年深日久、积重难返，想改变它太困难
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更愿意说，正是五
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的文化，拯救了中华
文明。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这些新的东西的洗
礼，不接受这些新的观念的冲击，那么中国
呢，就至今仍然处在晚清的窝窝囊囊的那样一
种状态。

正是因为五四时期吸收了这么多新名词，
新观念。我们考证一下，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也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
到十八大所提出的那些词，有很多是中国传统
文化里所没有的。“民主”，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吗？“自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平
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法治”，中国
传统文化中有吗？还有许许多多的。所以正是
五四运动，引进了许多新的文化。虽然它激烈
一点，虽然有些具体的说法和做法现在不可能
按它那个办。但是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的生
命，激活了中国文化那些最积极的部分，它推
动了中国文化的重生。

谈到中国文化，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后
来也是到台湾去了，他年龄和我同岁，但是因
为我上学早，我后来又跳了班。这个小学同学
叫林毓生，他长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执教。
他提出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的
转化”。他这个说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在
曲阜的说法是衔接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具有一
种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文化对接

这里我谈第四个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对接。这是可能的，不要认
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的文化、僵死的文化，
是一个生硬的、呆板的文化，不是。中国文化
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的影响。

山东我不够熟悉，起码在北京，北京的语
言吸收的满语、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
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北京有很多说法，管
“犄角”叫“旮旯”，这是满语。到现在，我
估计山东也一样，因为全中国都是这样。赶着
牲口，赶马车，往左拐是“咦咦咦”，往右拐
是“喔喔喔”，这是满语，“咦”是左，
“喔”是右。北京人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叫萨
其马，我不知道山东有没有？“萨其马”是蒙
古语“狗奶”的意思。这个多了。至于吸收西
方的各种语言更多了，有的在八国联军以后才
流行起来。比如“看看”说“”，就是
“look”，沙发就是音译“sofa”。还有一大批
是从日语转过来的，是日本用日文当中的汉字
翻译外文的词，包括“共产主义”，这是日文
的翻译，“社会主义”，这是日文的翻译，
“动员”，这是日文的翻译。我说不了那么
多，我们本身从来不是不开放的。

第二呢，中国文化确实是非常大，非常
广，里面有很多本身就互相不完全一致的东
西，各种悖论都存在。“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中国文化，

但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这也
是中国文化呀，流氓文化呀，贫民文化呀，游
民文化呀，也不能说它没有啊，这不算中国
的，算外国的？《水浒传》里面的文化就和
《论语》里面的文化不一致啊，它上哪里一致
去啊？所以中国文化有很强的丰富性。“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
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这是中国文化。但
是《三国演义》里没完没了的抓着降将就说：
“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事”，就是可以
双向选择，你一样可以选择你的老板。

最主要的是，中国文化有一种积极向上的
进取精神，你从最古老的《易经》上看，它就
给你来一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
个不得了的呀，这就是中国文化能够和现代性
能够衔接的阳光大道。《大学》上讲“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还讲“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 这是鼓吹改革的呀，
中国人脑筋不死。

所以中国的文化是可以往现代性上走的，
虽然现代性本身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我另
说。

中国经历了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看
到中华文化的古老，看到中华文化的不够用，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有自我调
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
的能力。因为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要变样，被
称之为本土化。

1998年，我被美国康州的一个大学请过去
呆过一个学期。那个时候我就谈过这么一个观
点，我说所有的外来影响到了中国它就要发生
变化。譬如可口可乐，以大陆为例，改革开放
以后，可口可乐来了，一开始不成功。何以见
得不成功呢？在北京，可口可乐刚来的头一
年，出现了喝一杯可口可乐赠送一个什么杯子
或给一个盘子的这种优待措施，可见它卖不出
去，它滞销。现在呢，喝的人越来越多了，但
是到了中国它会变样。当时我说这话并不知道
情况，我在那里说完，回到北京，立刻就发
现，北京人已经把可口可乐当成了解表的中
药。小感冒，可口可乐煮姜丝，餐馆都可以提
供。因为它有一点咖啡因，喝了精神会好一
点。原来鼻涕邋遢的，喝完这个也觉得舒服一
点。还有更伟大的发明，台湾的三杯鸡。三杯
鸡是什么呢？一杯可口可乐，一杯干红(把法国
也消化进去了)再来一杯酱油。就这三样煮鸡，
煮出来味道不错。

它到了中国是变的。只有无可救药的教条
主义者才没完没了的抠那些字眼儿。

文化自信

前边都是谈历史，对历史的回顾。现在我
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
因为我们国家和过去相比，已经抬得起头来
了，挺得起胸来了。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对自己的
前途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你如果连
对你自己的前途都没有自信你还文什么化呀？

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就包括了对传统文化
中积极的、优秀方面的自信，就包含了我们对
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
化的这种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
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
力的自信。

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
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
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呀，是一个能够和世界
对话，能够和世界打交道，是能够既保持自己
的种种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的有益影响的
一种文化。

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简直是不得了的事
情。很多东西一开始是不可思议的，想一想我
们现在所接触的文化现象、文化产品、文化观
念，和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四十年以前
相比，我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开拓和进展。

有些很小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当初这都不得了啊。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
从新疆回来的时候，李谷一唱了一个《乡
恋》，用的气声，《人民日报》上都有权威写
文章批判她，邓丽君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精神生活的空间确实是在不断地扩
展，包括一些名词，我们放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里边的，那比过去不知道宽广多少。
“以人为本”，过去也是不能讲的啊。五十
年前你讲“以人为本”试试？弄不好，后果
是不堪设想的呀。所以我们接受了许许多多
的东西，但是接受完了以后呢，我们仍然是
中国的文化。

文化定力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所以我谈文化，带
有文人谈文化的特点。我还告诉各位，我有一
个独特的体会，因为有一阵西方世界谈要对中
国进行和平演变。中国对这个也很紧张，老怕
被别人和平演变了。我最近怎么体会到我们中
国也有能力给洋人和平演变了呢。现在很多洋
人到中国，你去他家的时候，他弄一大盘生
菜，两片面包就算是请你吃了午饭了。可是他
要是到你家里，你要是给他这个，他甚至很公
开地提出来说，你们家吃饭怎么这么简单呢。
搞关系、送礼、变相行贿、许愿，包括文化
人，都已经走中国这个路子了。

影响互相的，所以我谈的文化定力是什么
呢？我们面对外来的影响，我们要有自己的选
择，有自己的冷静，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了不
起的，也不要紧张，也不要简单地肯定或者否
定。

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文通古今。他有一
句名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
心理攸同”。

著名作家王蒙先生5月23日上午在山东大众报业集团的演讲———

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中学和西学，道就是原理，术就是方

法。不管是中学还是西学，它的原理和方法
并不是可以完全断裂的。那么南海和北海，
东西南北各个地方，全世界的心理也是有它
的一致性、共同性的。

所以，第一就是要能够选择、调整和理
性地对待。第二呢，就是要追求在今天的文
化生活中一定的平衡，这个非常重要。现在
的文化生活，我们的精神空间都空前地扩大
了。可是这个扩大当中呢，需要有一定的平
衡。有些休闲型、娱乐性、搞笑性的节目是
可以有的。赵本山的节目我也看，小沈阳的
节目我也看。潘长江，虽然形象上遗憾一
点，但是他演得好我也可以看。当然很庄
严、很郑重、很主流的我觉得也很好，也可
以看。

问题是我们要保持一种平衡，我们不能
全部都是搞笑的节目。我们不能全是通俗的
只追求收视率或者是发行数，不能全是这种
东西。我们要有大众的、通俗的节目。什么
达人秀，这样的节目也很好，我也很喜欢
看。但是你要有一些高端的节目，一些高端
的产品，你要有一些高端的文化的从业人
士，要有文艺的大家。否则，就会出问题。
有一个玩笑话说，中国自古就说，楚辞、汉
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么到
了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这一段，咱们什么
最发达呢？后来有人就说，手机段子。这你
对后世就不好交代啊。现在，很多来自微博
上的各种警句，一下子会点击超过三百万，
比你的书发行量大多了！但这是文化的高端
精品吗？我现在常常感到糊涂，因为我的心
目中，什么人是作家？李白是作家，屈原是
作家，曹雪芹是作家，你一辈子写一百万条
微博，又该怎么看呢？其实，能够代表人类
智慧的高端精神产品毕竟还是太少了。苏联
作家爱伦堡说，在文学上，“数量”的意义
非常小，一个托尔斯泰，比一千个平庸的小
说家还重要。所以我们要通过引导，专业化
的、有公信力的评论，通过我们的奖励、奖
评制度，让文化生活能够达到平衡。

我在《人民日报》上已经多次写过文
章，有的地方好像还被当格言一样的录下
来，我就是说，通俗无罪，通俗不可怕，但
是如果只剩下了通俗，这是不能容忍的。我
们需要有高端，需要有引领。同样，我们大
量的吸收外国的东西也无罪，但是我们不能
忽视弘扬我们自己本民族的东西。关键就在
这里。

大家现在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
这个问题。我在许多报纸上，我都写过文
章。我说咱们现在汉语的水平在降低，已经
没法办了。把简体字还原成繁体字以后，笑
话百出。“王后”，就是现在这个“王
后”，他干脆还原成繁体字双立人那个
“後”，就是后边的“后”了，国王后边。
用错了字就是一塌糊涂。

这话说远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非常
赞成加强汉语学习。但是现在有人一提加强
汉语学习就认为是学英语造成的，这个观点
我非常反对。哦，学英语学得好，汉语就不
行啦。我们提一提英语好的人吧，哪一个汉
语差？胡适、林语堂、钱钟书、季羡林、谢
冰心、金克木、辜鸿铭，哪一个汉语差？连
中文都不好，在家里和老婆孩子说话都说不
好，怎么学英语呢？不可能的啊。

现在的作家里头有几个是英语好的？过
去哪个作家英语不好？或者别的外语，鲁迅
不是搞英语，他是日语啊，巴金，法语、英
语、世界语。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些文化的问
题的时候，我们所谓定力就是我们要看得很
全面。不要轻易制造什么问题。

第三呢，就是要加强我们的文化整合能
力。在中国今天最需要的就是文化整合，因
为几千年来我们吸收的东西太多了。孔孟之
道，对我们当然是有意义的啊。孔子讲做
人，讲修身，讲待人接物，有的时候讲得太
漂亮了，现在谁也没他讲得好，我们需要。
马克思主义我们也需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
也丢了，我们还怎么往下混呢？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中国梦，往底下越讲越多。

我是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人，南皮县最
有名的名人是张之洞，张之洞临上任之前
呢，他请他的老师，姓鹿。老师送他十六个
字，这十六个字学问深了：“启沃君心，恪
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启沃君
心”就是你要对上，“启”就是“启发”，
要启发皇上，他这话也够厉害的。“沃”就
是“丰富”，丰富皇上，皇上不可能什么事
都知道。“恪守臣节”，你启发完了，你按
你的规矩办事，你是臣子，不要替皇上办
事，替皇上办事你要倒霉，只能把国家弄
乱，要“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你要
推行改革开放。然后“不悖旧章”，太了不
起了这个人，但是能够不违反原来的老规矩
吗？都要违反，否则你给自己的阻力太大。
这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整合性，他把新和旧
整合到一块。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种整合能力，我们
随时就会发生文化冲突。民族主义的、爱国
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延安作风的、井冈山
传统的、什么先进的西方的管理方式的、民
主自由人权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些东西我们
都不能够简单地否定。所以如果我们有足够
的汲取、选择的能力，消化、本土化的能
力，平衡、引领的能力和充分地加以整合的
能力，我们在文化上就能够充满自信，就能
有更大的定力。

(逄春阶 杨嘉昕 根据录音整理，发
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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