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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与文化自觉

乐黛云

[提　要] 中国和世界目前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 , 和谐社会不仅是中国的追求 , 也是当今人类的普

遍追求。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 要有面向世界 、 贯通古今的气魄 , 一方面要以其他文化中有

关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 、 思路为资源 , 另一方面要善于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在全球化语

境下建设和谐社会 , 要有文化自觉的意识 , 即在认知 、 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 , 联

系现实 , 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 , 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 , 并在这一新语境

中 , 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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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面临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 , 和谐社会是当今人类的普遍追求。过去大规模的社会

转型都是通过战争 (包括宗教战争)、 暴力革命 、 血腥镇压来完成的 , 这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苦难;

再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 在科学高度发展 , 权力空前集中的今天 , 人类的前途只有毁灭 。正如莱

切尔·卡逊所指出的:今天 , 人类正处在走向毁灭或者美好生存的 “十字路口” !

一 、 西方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从西方来看 , 早在 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 《西方的没落 ———世界历史的透视》 一

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 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到

了21世纪 , 这种自觉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 。例如 , 法国著名思想家 , 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埃德加·莫兰 (Edgar Morin)指出 , 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

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 , 造成各领域的隔

绝 , 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 , 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 , 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

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 , 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 、文化的破坏 , 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 以新式

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 , 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 , 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 , 将人们引向

核灭亡与生态的死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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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 《现代性与大屠杀》
②
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 , 高度文明与高

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 , 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

人所能调控的范围 , 导向高度的野蛮。

在这个基础上 , 西方学者提出人类需要的是一个文明开化 、多元发展 、多极均势的 “社会世

界” , 这是对另一种全球化的期待。从这种认识出发 , 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 , 寻求重

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 , 并以之作为 “他者” , 通过反思 ,

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 。

新出版的 J·里夫金的 《欧洲梦 ———欧洲梦是如何悄悄地使美国梦黯然失色的》③一书提出:

我们正处在后现代与正在浮现的全球时代交叉的十字路口 , 处在衔接这两个时代之间断层的中间

地带 。他认为 20世纪和 21世纪之交 ,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帝国霸权的出现 , 世界已显示出对另一

个全球化的期待 , 这就是文化的全球化 ———建设一个全球多极均衡 , 多元共生的世界 。J·里夫金

所谓的 “美国梦” 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 , 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

祉;“欧洲梦” 则是强调生活质量 、可持续性 、安定与和谐 。在里夫金看来 , “欧洲梦” 是一种新

的历史观 , 根据这种历史观 , 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文明里 , 以

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即将受到修正 。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

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 , 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 , 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

活。在这样一个可持续的 、 保持稳定的经济的状态下 , 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 , 而是自我修

养;并非聚敛物质财富 , 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 , 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 (empathy)。作

为 “欧洲梦” 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在各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解毒剂 , 它承认

每个人的经历和愿望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 并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 而地球本身最

值得关怀 , 这就是可以将力量凝聚起来的未来的蓝图 。当然 , 在我们看来 , 这一切远非欧洲的现

实 , 而只不过是一些不满现状的美国人对于欧洲想象的乌托邦 , 但它却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和路

向 , 一种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 。这种思想和路向与我国最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 从 “以物为本”

转化为 “以人为本” 正好相合 。

二 、 和谐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 以及个人身心内外的和

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是指天和人是一个相互关联

的统一体 。 《易经》 认为 “天道” , “地道” , “人道” , 三者的道理是统一的 , 都是乾坤的表现 。

“易 , 一物而合三才 , 天 (地)人一也 , 阴阳其气 , 刚柔其形 , 仁义其性” (张载)。既然是相互

关联的统一体 , “天” 和 “人” 就有一个相通的 、 共同的道理 , 所以说 “知天所为 , 知人所为 ,

然后知道 。” 知 “道” 就是 “知天命” 。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 百物生焉” (《论语·阳

贺》), “天” 的道理要由 “人” 来彰显 。如朱熹所说:“人之始生 , 得之于天;即生此人 , 则天又

在人矣 。” 也就是说 “人” 对 “天” 有一种内在的责任 , 人不仅要 “知天命” , 还要 “畏天命” ,

要对 “天” 有所敬畏 , 按照 “天命” 行事。例如 “天” 有 “盎然生物之心 , ” 人就要体证 “天

道” , 也有 “温然爱人利物之心” (朱熹)。总之 , “天人一体” , “人” 得 “天” 之精髓而为 “人” ,

“天心” 、 “人心” 实为一心 。 “人” 有其实现 “天道” 的责任 , 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 “天命” ,

故 “天” 、 “人” 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 。这样一种思维路径 , 不仅可以使我们走出 “天人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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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对立)的困境 , 而且也为人类走向和谐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道路 。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 即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也很重要 。当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 “人与人之间

的矛盾” 不仅涉及 “自己与他人” 、 “人与社会群体” , 而且也涉及 “国家与国家” 、 “民族与民

族” 、 “地域与地域” 之间的种种冲突。儒家的 “仁学” 对于缓解冲突 , 造就 “和谐社会” 具有重

要意义 。孔子 “仁学” 的出发点 , 首先是亲亲 、 爱人 , 并推己及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中

说:“道始于情” 。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由情感出发的 , “亲而笃之 , 爱也;爱父 , 其继之爱

人 , 仁也。” , “孝之放 , 爱天下之民。” “仁学” 要由 “亲亲” 扩大到 “仁民” 。要 “推己及人” ,

作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才叫作 “仁” 。“推己及人” 并不容易 , 必须

把 “已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已欲立而立人 , 已欲达而达人” 的 “忠恕之道” 作为实现 “仁” 的

准则 。

其次是克己复礼 。把 “仁” 推广到社会 (全人类社会), 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 , 一

日克己复礼 , 天下归仁焉。” “克己” (克服私欲)和 “复礼” (复兴礼制)不是平行的两个方面 ,

费孝通先生解释说:“克己才能复礼 , 复礼是进入社会 , 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 一个人进

入社会 , 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 (礼);一个国家要进入世界 , 也必须遵守世界的最基本的

“公约” 。这就是说 , 要克服自己的私欲 , 以使做人行事能符合礼仪制度规范。“仁” (爱人), 是

人所具有的内在品德 (“性生仁”);“礼” 是规范人的行为所必须的外在的礼仪制度 , 也包括含有

强制性的权力 、 上下等级 、尊卑贵贱等统治模式 。“礼” 的严苛可以用 “乐” 来 “协调” , 这就是

“礼交动乎上 , 乐交应乎下 , 和之至也” (《春秋繁露》)。总之 , “礼” 的作用是以共同的规范和秩

序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使之和谐相处 , 所以说 “礼之用 , 和为贵” 。

“仁” 和 “礼” 的根本价值取向都是 “和” 。“天地之气 , 莫大于和” (《淮南子》):“夫和实生

物 ,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 , 尽乃弃之 。故先王以土 、与

金 、 木 、 水 、火杂 , 以成百物 。” (《国语·郑语》)以相同的事物叠加 , 不能得到发展 , 只能窒息

生机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 道并行而不相悖 。” (《中庸》)“万物并

育” 和 “道并行” 是 “不同” ;“不相害” 、 “不相悖” 则是 “和” 。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

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人和自然的和谐 ,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 归根结底 , 都要靠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来实现。孔子

说:“德之不修 , 学之不讲 , 闻义而不能徙 , 知不善而不能改 , 是吾忧也 。” 孔子认为做人首先要

“修德” (修养道德)要有关怀人类社会福祉的胸襟;“讲学” (讲究学问)不但要求自己提高智

慧 , 而且要负起对社会进行人文教化的责任 。“改过” , 要能勇于改正错误 , 才可有助于社会的和

谐。“向善” , 是说人生在世 , 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 , 以至达到 “止于至善” 的境地 。 “修

德” 、 “讲学” 、 “改过” 、 “向善” 是孔子提倡的做人的道理 , 也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路径 。

孟子说:“存其心 , 养其性 , 所以事天也。寿夭不惑 , 修身以俟之 , 所以立命也。” 如果一个人能

修养他的善性 , 以实现天道的要求 , 就能达到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 。

三 、 文化自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目前 ,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 , 和谐社会都还只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梦想 , 一个前进的方向 。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中 , 文化自觉是至为关键的一环。特别是现在 , 世界面临两大思潮。一种

思潮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 , 也就是要依靠美国的强大力量来

50



统治世界 , 并在这个基础上 , 听任他们占领全球资源 , 覆盖多元文化 , 推广单一的意识形态;另

一种思潮是世界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他们看到事实已证明美国的单边统治不但不可能成功 , 而

且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和更多的死亡 。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全球化 , 即一种多极均衡 、文化多元共

生 、 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全球化 , 也就是中国当前提出的建设 “和平世界” 、 “和睦邻邦” 、 “和谐社

会” 的主张。

建设 “和平世界” 、 “和睦邻邦” 、 “和谐社会” , 其核心是一个文化自觉问题。没有文化自觉 ,

就谈不上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 , 就没有 “和谐社会” 。什么是文化自觉呢? 文化自觉指的是深刻

认识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最根本的种子或基因 , 并为这个基因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 , 同时将这个

文化传播于世界 , 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建;没有文化自觉就不会有多元文化的共生 , 也不会有世

界社会的和谐。事实已多次证明 , 任何想要依靠霸权覆盖或绝灭他种文化的企图都不但不可能成

功 , 而且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只有各民族充分的文化自觉 , 才能共同建立一个和平共处 , 各抒所

长 , 共同发展的世界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 ,

它有它自己的规律 , 它有它自己的基因 , 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 , 没有了这种

能延续下去的种子 , 生命也就不存在了 。文化也是一样 , 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 , 脱离了历史和传

统 , 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 , 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主动自觉地维

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 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 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 。

要延续并发扬光大 , 只有种子还不行 , 还要创造条件 , 让种子开花 、 结果 。传统和创造的结

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 , 只有不断创造 , 才能赋予传统以生

命” 。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方向 , 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 , 而必须面对

现实 。费孝通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机械文明” 和 “信息文明” 这两个在西

方分阶段发展的文明 , 在我们这里 , 却重叠在一起了 。我们必须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知道我们将

要遇到的变化。因此 , 不能照搬西方经验 , 还应该走自己的路 。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 。

除此之外 , 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 , 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面对的。全球化的

现实 , 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 , 我们不能对这些秩序和准则置若罔闻 , 而应

该自觉地精通掌握它 , 并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 , 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 , 知道在当前新的语境中 ,

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 , 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 。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

层含义。

总之 , 认知 、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 , 联系现实 , 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

处 , 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 ,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换句话说 , 文化自觉提出

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展开未来 , 找到新的起点 , 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

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 , 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 , 这是

一个空间轴。任何民族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显然 , 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

觉 , 才有可能建设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的和谐社会。如果用这个坐标来衡量 , 我们在文化自觉方

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传统和现代的创造结合很不够 , 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展开未来 。文化自觉并不是

“文化复归” , 但是 , 目前这种完全 `复归' 的倾向很严重 , 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 `自知

之明' , 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 , 甚至认为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都错了 , 走的都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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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 “文化岐出” , “以夷变夏” 的路。这种倒退复古 , 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

意。其次是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的取向 , 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 , 把本土资源作为论

证西方理论 、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 , 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 。此类更深

层 、 更难解决的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 , 成为进一步推动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 。再者 , 文

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 “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 取得适应新环境 、 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

位” , 以建立 “和平世界” 、 “和睦邻邦” 、 “和谐社会” 。只有理解多种文化 , 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

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 经过自主的适应 , 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 , 共

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 、各抒所长 、联手发展的世界共同

体。唯我独尊 , 蔑视他族文化的 “大国心态” 是做到这一点的最大障碍。当国家贫弱时 , 它会演

变成阿 Q的精神胜利法 , 当国家逐渐强盛时 , 它就滋生为企图覆盖他族文化的东方中心主义 。

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 , 东方中心主义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覆辙 , 也不会有好的

结果 。只有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 , 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 , 找到在新的语境中 , 中华文化存

在的意义 , 及其对世界的未来可能做出的贡献 , 才有可能向 “和平世界” 、 “和睦邻邦” 、 “和谐社

会” 的目标迈进 。

四 、 文化自觉与人类未来

如果说当前中国的文化自觉 , 始于百余年来 ,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弱势文化 , 备受压抑之后 ,

因而带有强烈的文化复兴的愿望;那么西方的文化自觉则是在数百年来作为强势文化 , 充分发展

之后 , 势必更强调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和问题 。这种不同是几个世纪以来 , 东西

方文化不同的处境使然。以德 、 法为代表的西方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使他们对非西方文化采取了和

过去迥然不同的态度 。

西方学者经过深刻的审视 , 提出人类需要的是一个 “社会世界” , 即一个文明开化 、 多元发

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 , 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 “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 , 这就是全

球的多极均衡 、多元共存的另一种全球化 , 也就是一个 “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

的可持续性的文明。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坚持的 “和能生物 , 同则不继” , “少则得 , 多则惑” 的精

神是相一致的 , 中国的和平发展期待在这样的语境中通过沟通 、互补 、协调 、 合作 , 也就是有些

学者总结的4C 精神 (Communication , Complementary , Coordination , Cooperation , 即沟通 、 互补 、协

调 、 合作)和全世界一起 , 开创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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