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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自因

郭　星　云

[摘　要] 文化发展的自因是指文化发展首先渊源于文化主体自身的生活实践和传统的

文化积淀。文化主体自身的生活实践必然地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 ,形成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文

化发展自因的第一个根据;文化主体对自己生活的亲和力和天然情感进而形成的文化理性是

文化发展自因的第二个根据。全球化加快发展会引发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但是 ,植根于主体

生活实践和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民族文化 ,是不会枯竭和中断的 。那种认为外来文化会遏阻

和淹没本土文化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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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发展的原因 ,似乎早已论辩清楚 ,没有再继续讨论的必要了 。但是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

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近年来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又成为理论界及世人

关注和争论的热点。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文化发展的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文化发展原因的认

识提出了新的课题 ,因而从文化发展史和哲学思维两个层面探讨文化发展的原因以及传统文化与外来

文化的关系 、各自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理论和现实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一 、文化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哲学和文化史两个层面探讨人类文化发展的原因以及在全球化冲击下传统文化生存和

发展的必然性。在关于文化发展的问题上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 。从哲学的视角反观文化的发展 ,许多

人把文化与人联系起来 ,把文化当作人的本质的表现 ,甚至认为讨论文化就是讨论人。但是 ,这并没有

形成统一的哲学文化观。18世纪意大利启蒙学者维科认为 ,人主动创造世界历史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和黑格尔都把文化看作人的创造 。他们把人的精神的自由活动以及这个

自由活动实现的最终目的看作达到绝对自由的精神的形成。文化 ,就是精神自身向绝对自由的自为的

前进过程 。康德认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对随便什么目的的过程适应性的产

生过程 ,就是文化。”
[ 1]
(第 289 页)黑格尔也说过 ,文化从其绝对的定义说 ,是解放和高度解放的工作 。虽

然他们把文化看作人的创造 ,但却把人看作精神的存在物 ,因而把文化发展的实质仍然看成纯理念的运

动 ,就像黑格尔提出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2](第 142 页)的命题 。谢林也说 ,艺术只是在作为特殊

形式的各种理念(绝对)中去直观美的原形的本质 。认为美在于体现了绝对的同一性的真与善;必然与

自由 、实在与理想 、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谈到人

类文化的起源与类型及发展趋势的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发展三路向 ”的思想 ,并作了系统的论

证。他认为文化起始于人的意欲。他说;“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 ,你只要看文化根源的意欲”。

由于西方 、中国 、印度三方人们意欲的分歧 ,于是人类文化有了各异的类型 。很明显 ,这也是把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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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

与上述唯心主义的文化观不同 ,唯物主义者把文化发展的实质看成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 ,看成人们

社会存在的反映 。19世纪法国哲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提出 ,艺术创造和审美趣味的发展取决

于种族 、环境和时代“三因素” 。马克思则更明确地指出:“人们的想象 、思维 、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

的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 、法律 、道德 、宗教 、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

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 、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 ,他们受

着自己的生产力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意识在任何

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 3]
(第 72 页)。如果说 ,马克

思还是从一般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论精神观念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那么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

中则直接论述了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 ,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

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 ,政治则是经济的

集中表现 。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 、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那末 ,一定形态的

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 ,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

的政治和经济”[ 4](第 663-664 页)。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述都表明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源流关系 ,

表明了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社会生活。不过从文化史的角度看 ,还有具体的文化形式自身的

影响 。当然 ,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来说 ,社会生活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既有自因性也含有互因性 ,文化形式

自身对文化的影响也包含自因性和互因性 ,本文仅论及文化发展的自因性 。

二 、文化发展的自因

自因一词(拉丁语 causa sui)拉丁文原意为自身原因 。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

认为自因是实体的主要特征 ,实体不依赖于任何其它事物而独立存在 ,实体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所能产生

的 , “实体的产生必定是自因” ,强调世界产生的原因在自身 。认为自然界是自生的自然与派生的自然的

统一 ,产生与被产生是自然界自己完成的。本文所说的文化发展的自因指文化的发展首先渊源于文化

主体自身的生活实践和文化主体传统的文化积淀 。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文化主体独特的生产劳动

方式 、生活方式 、社会活动以及本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二是指本区域(包括本民族)

传统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文化主体独特的生产劳动 、生活方式 、社会活动及其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文化主体独特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体现了区域性或民族性特色 ,在一般的意义上不

包括本区域之外因素的影响(当然这是从直接的相对的意义上进行抽象的分析 ,绝对地说 ,在文化主体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很难厘清纯而又纯的区域性)。因为一种文化最初只能植根于文化主体自身的生活

实践 ,它不可能起源于别人的生活实践。它作为文化主体自身生活实践的反映 ,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过

程 ,其间不需要任何外来因素作中介 。例如:从事畜牧业的民族 ,最先产生的是反映畜牧活动的文化。

牧民们长年放牧 、饲养畜群的活动 ,那些马 、牛 、羊的体貌特征 、活动习性 ,连同自然环境一起都成了他们

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们在和马 、牛 、羊朝夕相伴中对它们无比熟悉以及由此萌生对它们的情

感 ,加上对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的眷恋和热爱 ,那种蓝天白云下无垠的草原 ,那草原上马 、牛 、羊的奔跑 、

欢快的哞叫等等 ,就成了草原牧民的舞蹈 ,音乐 、民歌甚至语言文字 、风俗礼仪等等产生的土壤或源泉。

有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歌 ,其中歌词唱道:“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

响四方 ,百鸟儿齐飞翔。”对草原这种洁净如洗 、辽阔无垠的自然风光的描绘 ,对草原牧民们豪迈气概和

欢快心情的展现 ,这幅生气勃勃的画面 ,只能源于草原牧民的生活 ,也只能由从事畜牧活动或熟悉畜牧

生活 、对草原怀着浓烈感情的人创作出来。它不可能源于海滨 ,不会是在渔民心中酝酿和创作出来 。虽

然后来这首歌流传到很广远的地区 ,包括不从事畜牧活动的人群中传唱 ,但它首先必然是起源于游牧民

族的生活 。还有蒙古族乐器马头琴 、哈萨克族乐器冬不拉 ,它创制于草原 ,而不会是江河湖海的渔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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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从事畜牧业活动的人群在与从事打鱼 、农耕等活动的人群进行交往之前 ,也不可能产生渔民文化

和农耕文化。生活永远是文化艺术的天然的源泉 ,文化和艺术永远不能超脱生活。所以 ,说文化是生活

的反映 ,首先是文化主体自己生活的反映 ,来源于对自己生活的感悟和创造 。这是文化发展自因性的首

要的表现 。

(二)本区域本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和内容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这是文化发展自因性的又一种表现

文化的发展首先起源于文化主体的生活实践 ,是社会生活的观念的反映。但另一方面 ,在文化发展

的过程中 ,也吸收传统文化的因素 ,包括它的内容和形式 。这是因为精神文化具有自己的历史继承性。

它一经形成为一种独立的外在文化形式 ,就能够借助载体 ,跨越时空被传承下去 ,虽然它只能是其中的

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说 ,文化是生活的反映 ,但一定的具有独立形态的文化并不是生活自身 ,而是对生

活的理性折射。像文学艺术 ,它源于生活 ,但又高于生活 ,经历了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文

化主体须回过头来再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 、提炼和描绘 ,使理性思考溶入创作实践 ,实现对生活的艺

术的再现 。这就使表现为艺术的生活更具有典型性 、趣味性和观赏性 。而在这一创造过程中 ,作者不仅

以生活为素材 ,而且还要以已有的文化成果为前提 ,借鉴吸收已有的文化范式 、表现手法以及内容 。其

中除了以传统的形式表现现实生活内容以外 ,也包括对旧有艺术形式的改造和新形式的创制 。例如 ,戏

剧艺术具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利用这一古老的形式可以生动反映现实的生活。另外 ,戏剧艺术本身也是

由古代歌舞 、伎艺演变而来 ,又糅合说唱 、音乐等形式 。现代戏剧配以布景 、道具和灯光等 ,更营造了戏

剧故事场景的真实感 ,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再如 ,诗歌在我国有几千年悠长的历史 ,诗歌的句式 、格律 、

声韵 、表现手法等有一个历史的传承 、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例如 ,五言诗形成于汉代 ,但它是对《诗经》五

言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南北朝又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五言绝句 ,后又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诗经》中

《国风》部分“饥者歌其食 、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比兴的表现手法 ,对后来的诗歌特别是民歌有

着深远的影响。唐代诗人杜甫把“别裁伪体亲风雅”的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白居易也提出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 ,他们的“三吏” 、“三别” , 《兵车行》 、《丽人行》 、《长恨

歌》 、《卖炭翁》、《琵琶行》等等都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蕴涵着《诗经》的气脉。还有历代的悯农诗 ,如

李约的《观祈雨》 、白居易的《观刹麦》 ,李绅的“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籽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等 ,与

《诗经》中的《伐檀》、《硕鼠》的表现手法和思想情感可谓如出一辙 。此外 , 《诗经》中的国风也是开民歌之

先声 ,汉魏乐府 、西汉民歌则是它的艺术精神的延传。

如果说诗歌的传承主要在于创作精神 、手法和格律体裁 ,那么我国小说的发展则除了它的传统形

式 、风格外 ,还吸取了它的丰富内容和材料。我国的小说虽然到了魏晋时才初具规模 ,但它可远溯到古

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 。魏晋志怪小说《神异经》 、《十洲记》就是摹仿《山海经》 ;《汉武帝故事》 、《汉武帝内

传》中讲汉武帝与西王母的故事 ,也是从先秦古籍《穆天子传》中穆王“宾于西王母”的情节发展而来 。而

魏晋的志怪小说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沈既济的《枕中记》 、李

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源于刘义庆《幽明录》的《焦湖庙祝》以及《搜神记》中“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 。魏

晋志怪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形成的始源 ,如宋洪迈的《夷坚志》 、明瞿佑的《剪灯新

话》 、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纪晓岚的《阅微堂笔记》等都和它一脉相承。志怪小说还给后世的戏曲和

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冯梦龙的《三言》都吸收了《搜神记》的若干材料;关汉卿

的《窦娥冤》 、汤显祖的《邯郸梦》是《东海孝妇》和《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而《董永》就是今天黄梅戏

《天仙配》的最早蓝本 。因此文化的发展源于文化的积淀 ,当代的文化是集历史文化之大成的文化 ,缺失

历史积淀的文化只能是原始的萌芽阶段的低水平的文化 ,而不能是当代成熟的高层次的文化 。

三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的必然性

以上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文化发展的自因性 ,但这种自因性当前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 ,这就是全

球化步伐的加快 。全球化是一种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 ,包含各国 、各民族 、各地区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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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军事 、安全 、意识形态 、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等多层次 、多领域的相互联系 、影响 、制约的态势和趋向。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文化也被卷入进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 ,新的通讯工具 、特别是国际互联网

的开发与利用等 ,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 。在这种背景下 ,不同文化借助于报刊 、杂志 、书籍 、广播 、电视等

媒体传向全球各地 ,再加上人员的流动 、文化团体的跨国 、跨地区演出互访等活动 ,使文化在全世界范围

内融汇的趋势日渐迅猛。全球化改变着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用贝特兰 ·巴蒂的话来说 , “全球化所展

现的是互相依赖的增加 ,这种依赖把世界空间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 ,从而使它们实现一种日益具有限

制性的统一和整合。”
[ 5]
(第 14 页)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携下 ,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这严峻

的形式下 ,传统文化还能不能延续 ,人类文化将走向何方 ,有人产生了这样的担心:“文化变化的方向是

更加趋于均一” ,“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 。甚至有人说:“所有值得称为文化的都在带有普

遍性的生活方式中丢失了自我 。照此说来 ,传统文化将要被全球化所淹没。”对此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 ,

是不是传统文化真的已是穷途末路了? 从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自因是文化发展的根本

原因 ,而文化主体本身就是自因性存在的理由 ,它以自己的存在为原因 ,因而文化发展是自因的 。这一

认识的第一个根据是:文化是人们生活实践的观念反映 ,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地反映到人们头脑中

来 ,形成观念形态的文化 。而且由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而作为生活实践反映的观念

形态的文化也必然不断地丰富 、创新和发展 。人们的生活不中止 ,那么文化发展也不会终止 。一个区

域 、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只要健康向上 、充满活力与时代同步 ,那么 ,作为这种生活

实践反映的文化 ,也必然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充满活力。由于人自己的生活实践就是它的源泉 ,所以这种

文化本身也不会枯竭 ,虽然在它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融汇外来文化的因素 ,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 ,外来

因素必然会对传统文化产生很强的冲击 ,但这种外来的因素只要被本区域 、本民族的生活所接纳 ,那么

它们之间就是相容的和并行不悖的 。它会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有些可能与本土文化的某

些因素融合并形成一种新的形式 ,也有些本土文化可能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启发使其更具有现代性和

实用性 ,但外来因素不可能从根本上遏阻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只是在某些方面会影响它向更加合理的方

向发展 ,使其不断创新。

文化发展自因性的存在还因为文化发展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受理性因素的引导 。一个区域 、一个民

族对自己本身生活的原生的亲和力 ,对自身历史和传统文化形式所怀有的天然的情愫 ,构成了自我发展

的强烈的心理倾向 ,它包括由此萌生的自尊心 、自豪感 、排他性等 。这种心理倾向进而会成为文化发展

自因性的理性指向 ,它引导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 ,首先对自身生活实践进行理性的反思和艺术的创造 ,

同时 ,也引发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崇敬来对待自己的文化遗产 ,从中发掘 、整理和吸收其精华 ,并和现

实生活结合起来 ,使其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得到丰富和发展 。有些人担心随着全球化的加快 ,人们的生

活将会越来越趋向开放 ,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会愈益频繁 ,全球范围的文化交往和互融也会愈益增强 ,

这将引起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异 ,从而淹没传统的民族文化。我们认为 ,这种担心虽有一定道理 ,但不必

太过 。因为人们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在一片空白中生活和发展 ,人们必须站在自己历史(包括文化)

的基础上生活和发展自己 ,首先重视的是自己的历史文化财富。植根于千万年共同生活实践所形成的

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知 ,进而所铸成的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 ,是不会因时代发展和外来因素影响发生根

本改变的 。因为人类文化的内容 、结构和表现形式 ,它既有普遍性的相同方面 ,又有它特殊性的差异方

面。每一种文化或文化传统都是特殊性的差异表现 ,但其中却寓于普遍性的因素 ,不过这种普遍性因素

并不是普遍性本身。研究文化发展的自因 ,不能忽视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因此说 ,优秀的传统文化

其生命力是永不衰的 ,它对现实社会生活实践发生着积极影响。

在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的发展大道 ,而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又必然对世界

文化的发展予以积极影响 。也就是说 ,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世界性 ,并不否定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民族性。

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 ,都表明了文化的世界性 、民族性和时代性是同一的 ,文化的相近接

近 ,共同文化价值的形成 ,并不泯灭各民族的文化个性 ,反而会促进各个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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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增强民族主体意识 ,以开放的胸怀 ,从世界文化中汲取积极因素 ,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富有创造

性 、时代性 、民族性和世界性。

在“当今时代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

因素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兴起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

保障 ,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 。”[ 6](第 32-33 页)这应是我们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自因”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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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Guo Xingyun

(Anyang Teache r' s Colleg e , Anyang 455002 , He' nan , China)

Abstract:T he cause itself o f cul tural development is tha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 rig inated fi rst

f rom the living practice o f cultural subject it self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s accumulation.The living

practice of cultural subject it self wi ll reflect to people' s brains , forming the ideolo gical cul ture , and it

i s the f irst foundation of the cause itself o f cultural development.The cultural reason which has

fo rmed by aff inity and natural emotion o f it s ow n living fo r the cultural subject is the second

foundation.The quickening development of g lobalization may se t off inf luence on tradit ional cul ture.

But the t raditional culture , which is roo ted in living pract ice of subject , w ill not be exhausted and

broken of f.The w o rry that considers the foreign cul ture may break off the native culture is

unnecessary.

Key words:g lobalizat ion;culture development ;cause one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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