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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当代文化矛盾 
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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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当代文化发展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普世主义

与民族主义、文化霸权和文化自主、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的矛盾冲突。这些重大的文化转变 ,深刻影响着当代哲学主题与话语系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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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发展的五大矛盾

1.1  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的矛盾

传统文化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形成的文化，属于一元文化，如西方的基督教、

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文化形态，都是一元文化。一元文化追求文化性质、体系的

单一性、纯正性和排他性，由此形成并强化了不同文化体系的边界。当然，一元

文化体系可能包容着某些多样性，允许一些亚文化与主体文化有所差异，如中国

古代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但与道家、佛家并存。而这些多样性并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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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多样性只是形式的多样化，其精神实质不能与文化主体相违背和对立。

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泰勒，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

书中，将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出，并把它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类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

很显然，泰勒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体系。但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打破了民

族国家界限，全球文化随着全球协同正呈现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的外来文化进入本土文化，使许多性质不同的文

化从外部嵌入本土文化之中，而且不一定很快与本土文化融合。奈斯比特写道：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心，国际性青年文化的迹象几乎到处可见。因为我们很

热衷于交流食品、音乐和时装。所以在大阪、马德里和西雅图出现了一种新的全

球一致的国际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吸引人的消费：喝牛奶咖啡和皮埃尔矿泉水；

为公寓房间配备（瑞典）IKEA 公司的家具；吃寿司；穿贝内托公司的混合色彩的

服装；开着现代牌汽车，同时听着美国和英国的摇滚乐来到麦克唐纳快餐店。”

显然，这只是形式上的，更多则是价值观层面的。实际上，这 30 年我们自

觉不自觉地逐渐接受了一些外来价值观。比如过去一个时期，我们认为资产阶

级人权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典型表现，是虚伪的，是欺骗人民的，是反对社

会主义的。20 世纪 80 年代围绕人道主义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人只是承认革命

的人道主义，即在救死扶伤意义上承认人道主义，认为“以人为本”违反唯物

主义原则，是唯心史观的表现。进入 21 世纪，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成为社会

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变化。

1.2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冲突

大众文化是指那些以赢利为目的，以现代传媒为手段，快速流行的文化。

大众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联系，借助大众传播手段，它带有浓厚的商业性和

高度普及性。

大众文化首先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产物。现代社会高度工业化、城市化、信

息化，具有节奏强、变化快的特点，从而形成一种讲求效率、方便、时髦、变

幻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喜欢太沉重、太深奥、学院化的文化，越来越注重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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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时时更新、富有刺激的文化，如时装服饰、流行歌曲、

卡拉 OK、娱乐大片、旅游文化等。

大众文化也是现代信息传播方式的产物。随着电视、电脑及电子技术的普

及和应用，现代技术手段越来越直接影响到文化形式的变革，使之具有一定的

技术性，可复制性，大批量化和迅速传播性，电视文化、电脑文化、电子合成

文化应运而生。

大众文化还是商业文化兴起的副产品。商业的特点是市场、商品和服务赢

利一体化。商业文化以文化消费者为市场，以文化产品为商品，以满足消费者

需要为手段，以赢利为目的。这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统功能，使娱乐大于教化、

消遣大于宣传，把文化纳入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再创造、再分配的体系中。

结果使文化追求面向大众（最大数量的消费者），面向通俗性（最大的销售量），

面向娱乐的消遣性（最易于接受的形式）。

精英文化则是以传统为基础，以实现理想为目的，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

能掌握和传播的文化。它承载传统，与商业价值关系不大。但是在现代社会，

我们进入了文化产业化的时代，在这一休闲时代，大众文化占主体。精英文化

以什么方式存在 ? 文化究竟是商品还是纯精神产品 ? 这些问题困扰了我们 20 多

年，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争论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弄清楚。所

以精神产品和商品的这种两难，普遍存在于文化现象中。

尤其是在当下，专家神话的终结与网络的平面化最终必将促使精英文化面

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这体现为精英自身所追求境界的消解。另一方面，则

是社会取向所导致的精英“被平民化”。这两个方面纠结在一起，最终使得精

英文化有走向衰落的危险，也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推向了前台。

2  多重板块的文化构造

2.1  处理好意识形态追求与多重板块结构的矛盾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但是我们遇到了当代文化的

多元板块结构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究竟以何种文化为基础来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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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体系，人们存在争议，这一争议在文化层面呈现出四大文化体系的多

重板块构造。一是传统文化，核心是儒家思想。二是革命文化，就是五四运动

以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新文化，其代表体系就是毛泽东思想。三是外来

文化，如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四是当下文化，由于受来自上述三大文化

的不同影响，它呈现出追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力图按市场经济要求调试传统

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务实主义、追求当下物质上的功效与利益的功利主义、受西

方文化影响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等多元化的矛盾状态。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道德伦理主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目前它正在弱化，

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

结构变迁。举一个社会学的案例，儒家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家庭和家族。但随着

家庭的核心化和独生子女一代的崛起，传统的家族结构将面临瓦解的危险。一

旦这一结构和发展的模式衰落，中国文化必将缺乏社会载体，忠孝节义，仁义

礼智信就缺乏社会基础。

那么，我们的文化和教育到底是要干什么 ? 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是培养人。

就是古人说的，通过传道、授业、解惑，使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将人培

养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

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务实主义占了上风。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务实主义使我们取

得了经济发展的成效，但务实是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有善的意义上的务

实主义，也有恶的意义上的务实主义，即彻底的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执政者

必须有执政理想，即有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理想。不加上理想这个环节，

只有盲目的务实，就会发生任意践踏群众利益，产生以牺牲群众利益为取向的

权力至上、政绩至上和 GDP 至上的恶的务实主义。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已经学会了如何带领群众创造财富，但还需学会如何带领群众合理分配和

使用财富，需要处理好理想主义的传统文化与务实主义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2.2  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理念矛盾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追求公平优先，力图实现普遍的平等。市场经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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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效益最大化，追求效率优先。两者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结

合就有矛盾，不是天然的吻合。市场经济不会天然推动公平，社会主义理念也

不能直接促进效率，所以两者的结合就是一个艺术。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 ? 因

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彼此之间有适应的一面，也有矛

盾的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同志的创举。虽然是创举，但这并不

意味着就不存在问题。文化的矛盾和纠葛是必然的。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在主

导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经济生产不断强调市场经济最大化。最大化就有可

能不利于公平。因此，公平和效率之争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念

分殊。

要处理好由现有所有制结构带来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就必须对

其作深刻的剖析。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既两极相通，又存在着深

刻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废除私有制实现普遍的平等，市场经济

的基本特征则是通过自由竞争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实现效益的最大化的有效途

径就是用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由此就导致人力物力向最有效益的群体

和区域集中，这最终会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在现有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

因素扩大，效益就有可能下降；私有制因素扩大，在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

公平就有可能缺失。如何调控二者的平衡，将是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考验。

2.3  处理好文化创新与社会多重跨越的矛盾

当前，我们要在同一时期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

社会这样多重性的社会跨越，文化也一样，我们要从农业文化转为工业文化，

要从工业文化转为信息文化。一方面，中国 54% 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还有 20%

左右的市民是刚刚离开农村的农民，所以农业文化依旧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但

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业文化、信息文化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也已普及。所以，

我们要做好文化的创新，就需要实现多重的跨越，需要不断地整合。

我们的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在文化层面整合。文化层面整合，就要重建我

们的价值观，就要把中国崛起和民族精神的重建结合起来。仅仅在经济上崛起

的民族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必须能够为世界文化贡献我们的新文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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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说过一句名言，“现代人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

世界已经死亡，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转折点，我们

正在告别旧的文化，要努力探索创造新的文化。

3  当代哲学主题的文化学转变

3.1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的主要形式

古希腊阿波罗神庙有一个著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所谓现代精神，

就是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主体精神。马克思

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志

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信进入了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调控的阶段。研

究人与文化之间的矛盾，也必然成为当代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许正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追索与回答，才有了哲学。当代哲学主题与话语

系统应随文化发展的要求而及时转变。哲学应担负起跨越多元文化，整合多元

文化，塑造文化理想，引领大众文化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主题

与话语的文化学转向，从文化反思与批判入手，从建构具体的文化理念入手，

从文化承传与文化创新入手，探索有助于社会主义理想主义与市场经济务实主

义有机结合的新的民族精神。

中国近现代文化经过五四运动转型成了革命文化。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在

经历现代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革命文化又面临重新整合，这个任务就是摆在

我们中华民族面前的一个重要使命。我们的社会今后能否真正实现和谐，与我

们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探索，一个新的理想主义时代

是否可能 ? 能不能把现在的功利主义包容到我们新理想主义里面去 ? 我们现在

整个学术界就面临上述的文化选择和挑战，我们依然徘徊在理想主义和功利主

义之间，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大文化创新的力度。

3.2  民族精神的新发展与当代哲学面对的前沿性问题

探索面向 2l 世纪的民族精神，这一重大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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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切入点和落脚点。纵观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走势，主要面临如下几个方

面的前沿问题。

第一，理想主义传统与务实精神的结合问题。中华民族以往曾徘徊在浪漫

化的理想主义境界和伦理实用主义的两极对立之间。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追

求终极的、完满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由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实现价

值观上的道德追求，从而只能在实践中采取普遍的伦理实用主义态度，造成当

下的文化出现了极端的功利主义乃至拜金主义倾向，由此必然造成实践上的两

难境地。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民族精神发展的时候，应该把理想主义与务实

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二，集体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个性张扬的辩证结合问题。集体主义

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

求。由于现阶段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成员相应兼有集体

主义与个性自由的双重性质。集体主义传统继续有效地在全球化的当代提

高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在收入差距相对扩大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撑了社会的

安定团结。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背景下的个性自由有助于激发劳动积极性

和工作活力。

第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的结合问题。无论是伦理

本位，追求人格完善的传统精神，还是一往无前，前仆后继的革命文化，都具

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由于大众文化、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生活正迅速日

常化，当代英雄的形象也越来越平民化。

第四，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个性的拓展问题。全球化的出现，与科学技术

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扩张、信息网络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传统文化和革命文

化的形成过程，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外部敌对势力侵略、包围的氛围下形成的。

而今天，全球化的背景将迅速推动民族精神的发展和更新。“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这一传统应该充分发扬。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民族个

性会更加取长补短，丰富多样。

第五，多元板块互动与文化的统一性问题。我们应该把多元板块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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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看成是一个多层次融合的过程。第一个层次是文化共性的沟通与融合。

无论是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其中都有一些作为人类普遍性

的因素，如人类的共同美德、创造力、凝聚力等，经过一段历史发展的磨

合过程，不同文化板块的界限是可以跨越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

承和发扬一切优秀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

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

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

极继承和发扬。第二个层次是文化个性的相对独立存在与丰富多彩。在不同文

化板块的个性中，有些并不互相矛盾，而只是各具特色，各有其发扬光大的领域。

如传统文化的家庭美德，革命文化的牺牲奋斗精神，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与市

场经济的信用意识、效率意识，彼此之间并没有不可兼容、非此即彼的天壤之别。

这些个性的相对独立存在，有益于丰富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有益于文化创新。

至于第三个层次，才是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文化改造，剔除那些传

统文化中的保守性、陈规陋习，调整仅适应于阶级斗争与战争年代的革命文化

中的某些内容，拒斥外来文化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素。

第六，民族精神新发展的核心理念的生成与人格楷模的塑造问题。民族精

神的新发展，需要新的系统的核心理念做支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

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帮助人们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

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

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这即是中华民族精神及其未来发展的蓝图。

为推动和适应民族精神的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应走在前列。这

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当代哲学应不断从市场经

济的实践、信息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挑战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念。在当

代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社会实践活动中精神因素的作用日益提高的背景下，

勇于深入人类精神活动的领域，去探索规律，揭示矛盾，从而加速当代民族精

神的创新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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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System

Gao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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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development also present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multiculturalism and monism, universalism and nationalism, cultural 

hegemony and cultural autonomy, ide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mass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 These great cultural changes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eme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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