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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传播 思想
,

是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一份非常重要 的遗产
,

影响深远
,

衣被

中华数千年
。

在人类迈 向 2 1 世纪
、

世界各种文化相互冲突
、

融合的时候
,

探索儒家传播思想对

东西方文化所产 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对儒家传播 思想 的考察
,

既要历史地 回顾儒

家传播思想对世界的影响
,

又要阐明儒家思想在 当今 以及未来 的价值
。

揭示 出儒家传播思想

的产生发展 的
“
传者本位

”

—
“

受众本位
”

—
“
回归的传者本位

”
否定之否定 的逻辑过程

。

[ 关 键 词 」儒 家思想 ; 东西方文化 ;
中国传统文化

;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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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
,

是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

人类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 的社会
,

各种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交流
、

沟通 和互动
,

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

中国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中从未中断延续至

今的一种文化
。

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
,

影响深远
,

衣被中华民族数千年
。

儒家思想不仅是我 国古代思想宝 库中的一份

重要遗产
,

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构成
,

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

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
,

为中国
、

东方乃 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一
、

儒家传播思想的特征

马克思曾说过
,

各种观念
、

范畴是对一定社会关系的抽象
。

“
所 以

,

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 不是永恒的
”
川

(第 539 页 )
。

儒家传播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
,

也有其自身演进的逻辑过程
。

儒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传播与现实政治紧

密相连
,

借助传播以实现对道德的规范
,

影 响 社 会 舆 论

,

维 护 社 会 秩 序 的 安 定

。

虽 然 这 些 传 播 思 想 在 某 些 方 面 缺 乏 完 整

性 和 系 统 性

,

也 并 非 独 立 的 传 播 理 论 体 系

,

但 它 涉 及 传 播 与 为 政

、

传 播 与 人 际 关 系

、

传 播 与 个 人 修 身 立 命

、

传 播 的 内 容 与

形 式 的 关 系 等 诸 多 方 面

,

是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在 传 播 文 化 上 的 一 种 折 射

。

分 析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的 精 神 实 质 可 以 归 结 为 这 样 几

个 方 面

:

(一 ) 强 烈 的 人 格 意 识 和 人 文 精 神 儒 家 认 为
,

传 者 先 进 行 内 省

、

反 思

,

修 行 品 德

,

然 后 参 与 社 会 传 播

,

亦 即 先 人 后 己

。

传 者 其 身 越 正

,

传 播 的 可 信 度 越 大

。

这 既 是 对 传 者 的 要 求

,

也 是 每 个 社 会 成 员 参 与 传 播 的 起 点

。

孔 子 说

: “
其 身 正

,

不 令

而 行

;
其 身 不 正

,

虽 令 不 从
,,[

2

(] 第 56 4 页 )
, “

吾 日 三 省 吾 身

:

为 人 谋 而 不 忠 乎 ? 与朋 友 交 而 不 信 乎 ? 传 不 习 乎
”

叫 (第 7 88

页 ?) 孟子在传播上也十分重视传者 的修养
,

在 传 播 活 动 中 所 应 保 持 的 人 格

,

认 为

“

说 大 人

,

则 藐 之

,

勿 视 其 巍 巍 然

”
川 (第

33 9 页 )
。

对 传 者 的 知 识 修 养

,

他 的 主 要 观 点 是

“

贤 者 以
其 昭 昭 使 人 昭 昭

,

今 以 其 昏 昏 使 人 昭 昭

”
川 (第 88 2 页 )

。

朱 熹 根 据

孟 子 的

“

性 善 论
”

将

“

仁

”
与 人 性 沟 通 起 来

。

他 说

: “

论 天 地 之 性

,

则 专 指 理 而 言

;
论 气 质 之 性

,

则 以 理 与 气 杂 而 合 之

”
川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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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 传 播 文 化 对 于 促 使 现 世 的 人 们 奋 发 有 为

、

追 求 进 步 是 有 帮 助 的

。

(二 )以
“

仁

”

为 核 心 的 浓 重 的 情 感 主 义 倾 向 儒 家 认 为

,

传 播 就 是 通 过 对 伦 理 道 德 的 规 范

,

来 维 持 人 际 关 系 的 等 级 关

系

,

恢 复 和 巩 固 社 会 秩 序

。

儒 家 认 为

,

社 会 传 播 的 基 本 原 则 是

“

仁

” 、 “

义

” 、 “

礼
”

、 “

信

”

等 等

,

而 以

“

仁

”

为 核 心

。

在 孔 子 看

来

: “

人 而 不 仁

,

如 礼 何
? 人 而 不 仁

,

如 乐 何

”
闭 (第 1 36 页 ) ?

“

仁

”

是 为 人 之 根 本

,

有 了

“

仁

”

的 修 养

,

才 可
以

传 播 其

“

道

” 。

孟 子 将 孔 子 的

“

仁
”

学 思 想 发 展 成 为 缓 和 阶 级 矛 盾

、

巩 固 封 建 地 主 阶 级 政 权 服 务 的 政 治 纲 领 —
“

仁 政
”

学 说

,

也 提 倡

“

仁

者 爱 人

” 。

他 主 张 广 泛 地 传 播

“

善 教
” ,

从 而 激 活 人 性 深 处 的 羞 恶

、

恻 隐

、

仁 爱 之 心

,

使 人 的 行 为 符 合 王 道 政 治 的 秩 序

。

他

提 出 的

“
四 心

”
(恻 隐 之 心

,

羞 恶 之 心

,

辞 让 之 心

,

是 非 之 心 )是 参 与社 会传 播 和 交 际 者 的最 基 本 的修 养 和 出发 点
,

也 是 社 会

传 播 的 基 本 原 则

。

这 些 思 想

,

对 医 治 现 代 社 会 的 一 些

“

社 会 病
” ,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三 ) 以
“

礼

”

为 主 的 强 烈 的 控 制 约 束 色 彩 儒 家 一 方 面 强 调 以
“

礼 仪
”
来 调 整 社 会 关 系

、

磨 合 社 会 矛 盾

,

如 孔 子 的

“

可

与 言 而 不 言

,

失 人

;
不 可 与 言 而 与 之 言

,

失 言

。

知 者 不 失 人

,

亦 不 失 言

’

,2[ 〕 (第 Z n 页 )
。

一 方 面 强 调 用 诛 杀 的 办 法 来 压 制

异 端 舆 论

,

从 而 达 到 实 现 社 会 安 定 的 目 的

。

这 在 荀 子 身 上 表 现 得 最 为 突 出

, “

圣 王 起

,

所 以 先 诛 也

,

然 后 盗 贼 次 之

。

盗 贼

得 变

,

此 不 得 变

”
川 ( 第 44 页 )

。

在 荀 子 看 来

,

错 误 的 舆 论 比 武 装 犯 上 的

“

盗 贼
”
还 可 怕

。

西 汉 大 儒 董 仲 舒 则 谏 言

: “

诸 不 在

六 艺 (六 经 )之 科
,

孔 子 之 术 者

,

皆 绝 其 道

,

勿 使 并 进

”
川 (第 4 56 页 )

。

这 为 汉 武 帝 推 行

“

罢 黝 百 家

,

独 尊 儒 术

”

方 针 提 供 了

重 要 根 据

。

(四 ) 强 调 实 效 和 注重 人 际关 系 儒 家 思想 的一 大 特 色 就是 强 调 整 体 意 识 而较 少 倡 导 个 人 主义
,

这 一 点

,

充 分 体 现 在

儒 家 思 想 的 传 播 的 方 式 上

。

孔 子 强 调 的 是

“

实

” ,

即 内 在 的 涵 蕴 要 真 实 可 靠

,

符 合 周 礼

,

而 反 对

“

巧 言 令 色

” 。

在 舆 论 传 播

中

,

孔 子 反 复 申 明

: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于 人

” 〔2」(第 56 页 )
。

孟 子 强 调 不 亢 不 卑

,

平 交 王 侯

,

表 现 出 一 种 傲 岸 的 人 格 尊 严

。

荀

子 则 强 调 要 以 美 丽 的 形 式 去 打 动 受 众

,

有 时 甚 至 不 妨 迎 合 受 众 的 心 理

。

所 谓

“

人 莫 不 好 言 其 所 善

,

而 君 子 为 甚

”
川 (第 41

页 )
。

在 儒 家 代 表 人 物 中

,

孔 子 循 循 善 诱

,

诲 人 不 倦

;
孟 子 洋 洋 洒 洒

,

巍 然 好 辩

;
荀 子 哗 众 取 宠

,

咄 咄 逼 人

,

表 现 出 各 自 独 特

的 风 格 和 个 性

,

对 后 世 传 播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响

。

二

、

传 者 本 位 的 确 立

:

儒 家 传 播 的 辐 射 力 及 其 影 响

“

传 者 本 位 论
”
在 先 秦 儒 家 思 想 传 播 中 可 以 说 是 比 较 突 出 的

。

大 众 传 播 研 究 分

“

传 播 者 分 析
” 、 “

内 容 分 析
” 、 “

媒 介 分

析

” 、 “

受 众 分 析
” 、 “

效 果 分 析

”

等 五 个 领 域

。

其 中 居 中
心 地 位 的 是 传 播 效 果 问 题

,

因 而

“

传 播 效 果 分 析

”

也 是 传 播 研 究 最 集

中

、

成 果 最 丰 的 领 域
川 (第 151 页 )

。

在 先 秦

,

虽 然 不 存 在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由 某 一 政 治 集 团 或 由 政 府 机 构 所 控 制 的 的 传 播 事

业

,

但 却 广 泛 存 在 着 各 种 形 式 的 传 播 活 动

。

这 些 传 播 活 动 保 障 了 社 会 的 整 体 控 制 与 局 部 整 合

,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推 动 了 社 会

的 发 展 和 进 步

。

同 时 社 会 传 播 的 活 跃

,

又 必 然 产 生 与 之 相 应 的 传 播 思 想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从 先 秦 的 孔 孟 到 汉 代 的 董 仲 舒

、

贾 谊

,

再 到 宋 明 的 程 朱 理 学

,

为 适 应 封 建 统 治 阶 级 不 断 变 化 的 需 要

,

从 传 播 的 内 容

、

传 播 的 形 式 上 都 有 很 大 的 改 变

,

但 有

一 点 是 相 同 的

,

即 历 代 的 儒 学 大 师 都 着 力 对 儒 家 文 化 价 值 理 性 进 行 诊 释 和 发 挥

,

使

“

天 人 合 一

” 、 “

人 伦 有 序
”

、 “

仁 义 礼

教

” 、 “

大 同 社 会
”
等 抽 象 的 价 值 观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发 展

,

对 维 系 人 伦 关 系 和 社 会 秩 序

,

稳 固 政 治 统 治 起 到 了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

从 而 使

“

传 者 本 位 论
”

占 据 主 导 地 位

,

以
传 者 为 中 心 的 传 播 活 动 在 当 时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进 程 中 占 据 了 重 要 位 置

。

到 汉 唐 盛 世

,

以 儒 家 为 中 心 的 中 华 文 化 传 播 在 日 本

、

朝 鲜

、

越 南 以 及 其 周 边 地 区 发 生 深 远 影 响

。

孔 子 文 化 南 下 越 南

,

东 渡 扶 桑

。

公 元 1 世 纪
,

汉 人 把 儒 学 传 到 越 南

。

公 元 n 至 12 世纪
,

朝 廷 正 式 在 越 南 兴 办 儒 学 学 校

,

建 立 孔 庙 和 实 行 儒

学 科 举 制 度

。

明 朝 初 年

,

朝 鲜 就 于 汉 城 创 设 成 均 馆

、

祭 孔 文 庙

。

李 氏 朝 鲜 尊 崇 儒 学

,

国 家 设 成 均 馆

,

郡 县 置 乡 校

,

李 朝 政

府 积 极 发 展 儒 学 教 育

,

促 进 了 文 化

、

科 技 的 发 展 和 社 会 的 进 步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对 日 本 社 会 和 文 化 影 响 也 很 深

,

尤 其 在 日

本 明 治 维 新 时 代

,

突 出 儒 家 精 神 和 孔 子 思 想

。

对 日 本 人 的 民 族 精 神 要 辨 证 地 看

,

它 不 光 是 自 立 自 强 而 是 要 称 雄 乃 至 独 霸

亚 洲

;
日 本 民 族 自 古 至 今 都 在 不 断 地 吸 收 世 界 各 国 先 进 的 东 西

,

经 过 改 造 为 己 所 用 并 超 越 对 手

。

它 吸 收 中 国 儒 学 的 精 华

让 其 为 巩 固 政 权

、

协 调 社 会 和 人 际 关 系 所 用

,

并 让 其 与 西 方 的 科 学 技 术 结 合

,

最 终 超 越 了 中 国

。

16 世纪末
、

17 世纪初儒家思想通过传教士 的渠道西行欧洲
,

以 天 主 教 传 教 士 为 媒 介

,

中 国 文 化 又 西 渐 欧 洲

,

向 西 方

展 示 了 一 种 与 基 督 教 文 化 完 全 不 同 的 东 方 文 明

,

对 当 时 造 成 很 大 震 动 的 《论 语 》
、

《周 易 》及 许 多 中 国 文 化 典 籍 都 被 译 成 西

文 在 欧 洲 传 播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就 其 特 殊 形 态 而 言

,

既 不 同 于 西 方 传 统 的 宗 教 文 化 与 社 会 伦 理

,

也 不 同 于
康

德 的 义 务 伦

理

,

甚 至 与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德 性 伦 理 也 不 完 全 相 同

。

它 是 一 种 东 方 式 的 传 播 思 想

,

具 有 中 国 文 化 背 景

。

这 种 介 于 宗 教 与 世

俗 之 间

、

理 想 与 现 实 之 间 的 传 者 本 位 特 征 启 发 了 欧 洲 的 启 蒙 思 想 家

,

在 思 想 启 蒙 运 动 中 发 挥 了 积 极 的 作 用

。

法 国 百 科 全 书 派 重 要 代 表 人 物 霍 尔 巴 赫 ( P
.

H
.

D
.

H ol b ac h) 赞美中国是惟一把政治的根本与道德相结合 的国家
,

主

张 以 儒 家 道 德 来 代 替 基 督 教

,

强 调

“

欧 洲 政 府 非 学 中 国 不 可
” ((( 社 会 的体 系 》 )

。

狄 德 罗 ( D
.

iD d er ot ) 盛 赞 中 国 文 化
,

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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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经 》是 中 国 最 初 而 最 神 圣 的 读 物
。

《 四 书 》则 为 《五 经 》的 注 释
。

认 为 孔 子 的 学 说 以 行 为 为 主

,

不 要 暴 力 和 迷 信

,

强 调
以

道 德

、

理 性 治 天 下

。

赞 美 中 国 政 治 制 度 的 合 理 性 和 儒 家 的 道 德 哲 学

。

伏 尔 泰 ( F
.

M
.

V ol ta ir e ) 极 力 赞 扬 中 国 文 化 尤 其 是

儒 家传 播 思 想 的价 值
。

认 为 中 国 文 化 是 《 圣 经 》 以 前
、

《 圣 经 》 以 外 的 文 化
,

这 种 文 化 与 基 督 教 完 全 不 同

。

指 出 基 督 教 是 虚

伪 的

、

迷 信 的

,

宗 教 的 迷 误 和 教 会 统 治 是 人 类 理 性 的 主 要 敌 人

,

一 切 社 会 罪 恶 都 源 于 宗 教 蒙 昧 主 义

。

伏 尔 泰 认 为 儒 学 是

最 合 人 类 理 性 的 哲 学

,

并 以 中 国 为 理 想 国

,

提 倡
以

中
国 文 化 为 标 准

,

向 往 中 国 的 理 性 道 德

,

接 受 儒 家 的 性 善 说

。

狄 德 罗

、

伏 尔 泰 等 启 蒙 思 想 家 推 崇 孔 子

,

赞 扬 中 国 文 化

,

表 明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对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产生 了深 刻影 响
,

这 也 是 儒

家 学 说 为 世 界 文 明 的 发 展 所 作 出 的 贡 献

。

三

、

从 传 者 本 位 走 向 受 众 本 位

:

儒 家 思 想 的 否 定 过 程

“

传 者 本 位 论
”
片 面 强 调 传 播 者 的 强 势 地 位

,

以
传 者 为 万 能

,

视 受 众 如

“

群 氓
” ,

这 是 一 种 对 传 播 效 果 的 绝 对 化 和

“

过 于

简 单
”

的 描 述

。

拉 扎 斯 菲 尔 德 的

“

两 极 效 果 论
”

等 理 论 新 发 现

,

为

“

受 众 本 位 论
”

的 建 立 提 供 了 理 论 基 础

。

传 播 的 效 果 如

何

,

最 终 都 会 在 受 众 身 上 得 到 体 现

。

因 而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的 强 势 地 位

,

就 不 可 避 免 地 受 到 来 自 自 身 局 限 性 和 受 众 反 应 的

制 约

,

当 这 种 受 众 反 应 的 制 约 发 展 到 一 定 程 度 时

,

挑 战 也 就 来 临 了

。

从 先 秦 时 期 开 始

,

在 诸 子 百 家 起 而 论 战 时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就 遭 到 了 种 种 责 难 和 非 议

,

秦 始 皇 统 一 中 国 后

,

焚 书 坑 儒

,

以 吏 为 师

,

大 行 文 化 专 制 主 义

, “

孟 子 党 徒 尽 矣
” 。

两 汉 时 期

,

随 着 儒 学 的 一 些 主 要 内 容 被 政 治 制 度 化 以 后

,

不 管 人
们

自

觉 与 否

,

自 愿 与 否

,

它 就 成 了 都 必 须 遵 守 的 外 在 规 范

,

因 而 它 的 修 养 意 义 和 作 用 就 大 大 地 被 减 弱 了

。

这 样

,

儒 学 制 度 化 方

面 的 成 功

,

却 成 了 它 在 道 德 修 养 功 能 方 面 走 向 衰 危 的 契 机

。

这 种 危 机 直 接 导 致 了 儒 家 在 传 者 本 位 方 面 发 生 倾 斜

。

汉 代

末 年

,

政 治 制 度 化 了 的 儒 学 礼 教 (名 教 )
,

一 方 面 成 为 束 缚 和 压 制 人 的 自 然 感 情 的 东 西

,

一 方 面 又 成 了 那 些 伪 君 子 沽 名 钓

誉 的 工 具

,

因 而 引 起 了 人 们 的 强 烈 不 满

。

玄 学 乘 机 而 起

,

调 和 名 教 与 自 然 (性 情 )的矛盾
,

而 其 中 又 都 强 调 以

“

自 然

”

为 本

。

并 且 在 理 论 学 说 上

,

玄 学 也 明 确 地 提 出 了

“

道 明 其 本

,

儒 言 其 用

”
。

所 以

,

自 从 玄 学 诞 生 以 后

,

儒 学 尽 管 在 政 治 制 度 层 面 仍

然 保 持 着 它 的 统 治 地 位

,

而 在 思 想 修 养 层 面 的 功 能

,

却
已 为 玄 学 或 道 家 ( 以 及 道 教 )所 取 代

。

东 晋 南 北 朝 以 后

,

以 至 于 隋

唐 时 期

,

佛 教 思 想 的 影 响 又 超 过 了 玄 学

,

在 士 大 夫 的 思 想 修 养 方 面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所 以

,

从 魏 晋 南 北 朝 至 隋 唐 五 代 末

的 约
7 0。 年 间

,

儒 学 只 有 那 些 体 现 为 政 治 制 度 化 方 面 的 东 西

,

在 统 治 阶 层 的 维 护 下 继 续 起 着 作 用

。

宋 代 儒 家 伦 理 在 实 践 中 对 现 代 社 会 的 发 展

、

对 人 的 思 维 方 式 和 价 值 观 的 形 成 产 生 许 多 负 面 影 响

。

中 国 由 半 封 建 半

殖 民 地 社 会 直 接 跨 到 社 会 主 义 阶 段

,

家 长 制 一 言 堂

、

惟 我 独 尊

、

人 治 大 于 法 治 的 封 建 余 萦 每 每 可 见

。

在 韩 国 和 日 本

,

君 主

独 裁 人 民 盲 从 而 导 致 的 悲 剧 也 不 时 地 上 演

。

日
本 在 二 战 期 间 扩 张 之 心 迅 速 膨 胀

,

四 处 侵 略

,

出 于 对 天 皇 的 效 忠

,

日 本 国

民 推 波 助 澜 给 予 这 种 侵 略 以 最 大 支 持

。

可 见

, “
君 为 臣 纲

”

的 中 央 集 权 制 所 导 致 的 家 长 式 的 独 裁 统 治

,

能 给 国 家 和 民 族 利

益 带 来 许 多 弊 端 甚 至 严 重 的 灾 难

。

宋 代 理 学 家 特 别 是 二 程 的

“

饿 死 事 极 小

,

失 节 事 极 大

”
一 出

,

中 国 乃 至 东 亚 盛 行 男 尊 女

卑

,

都 同 样 给 社 会 带 来 消 极 影 响

。

传 播 是 一 个 传 受 双 方 沟 通

、

交 流 信 息 的 双 向 反 馈 的 信 息 流 通 过 程

。

传 播 是 以
传 播 效 果 为 中 心 的

,

而 传 播 效 果 又 以 受

众 心 理 为 作 用 点

,

要 想 取 得 良 好 的 传 播 效 果

,

受 众 需 要 是 一 个 同 样 重 要 的 问 题

。

儒 家 思 想 在 历 史 的 发 展 进 程 中

,

特 别 是

近 代
以

来

,

随 着 西 学 东 进

,

就 逐 步 失 去 了 传 播 中 的 主 导 地 位

。

19 世纪中叶以后
,

随 着 中 国 封 建 制 度 的 解 体 和 外 国 资 本 主 义 的 侵 略

,

儒 学 在 西 方 经 济

、

政 治

、

文 化 的 冲 击 下

,

遭 到 了

激
烈 的 批 判

。

在 此 历 史 背 景 下

,

儒 家 思 想 逐 步 由 传 者 本 位 向 受 众 本 位 转 化

。

其 转 化 的 过 程

,

是 和 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 时 期

“

打 倒 孔 家 店

”

与

“

尊 孔
”

的 斗 争 联 系 在 一 起

。

在 五 四 新 青 年 看 来

,

中 国 的 首 要 之 务 是

“

输 人 西 洋 式 社 会 国 家 之 基 础

,

所 谓

平 等 人 权 之 信 仰

,

对 于 此 新 国 家 信 仰 不 可 相 容 之 孔 教

,

不 可 不 有 彻 底 之 觉 悟

,

猛 勇 之 决 心

;
否 则 不 寒 不 流

,

不 止 不 行

”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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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20 世纪 30 年代
,

产 生 了 全 盘 西 化 的 激 进 的 文 化 论 者

,

他 们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批 判 达 到 了 极 至

,

陈 序 经 和 胡

适 为 最 突 出

。

陈 序 经 提 出

: “

全 盘 和 彻 底 的 西 化

,

使 整 个 中 国 能 够 整 个 的 西 化

,

这 是 我 的 本 意

”
。

胡 适 在 对 待 传 统 文 化 的

态 度 上 虽 然 没 有 陈 序 经 那 么 激 进

,

同 样 指 责 传 统 文 化

,

他 说

: “

文 化 固 有 一 种 惰 性

,

全 面 西 化 的 结 果 自 然 会 有 一 种 折 衷 的

倾 向 … … 此 时 没 有 别 的 路 可 走
,

只 有 努 力 接 受 这 个 新 世 界 新 文 明

。

全 盘 接 受 了

,

旧 文 化 的 惰 性 自 然 会 使 它 成 为 一 个 折 衷

调 和 的 中 国 文 化 本 位 … … 我 们 不 妨 拼 命 走 极 端
,

文 化 的 惰 性 自 然 会 把 我 们 拖 向 折 衷 调 和 上 去

” 。

四

、

回 归 的 传 者 本 位

:

儒 家 思 想 的 否 定 之 否 定 的 完 成

“

受 众 本 位 论

”

也 是 有 其 理 论 缺 陷 的

。

一 方 面

,

它 认 识 到 受 众 不 可 忽 视 的 重 要 地 位

,

另 一 方 面

,

在 实 践 中 它 又 无 法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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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提 高 传 播 效 果 的 行 之 有 效 的 办 法
,

陷 人 两 难 境 地

。 “

受 众 本 位 论

”

在 对

“

传 者 本 位 论

”

辩 证 否 定 的 同 时

,

也 抛 弃 了 其 中 一

些 好 的 东 西

,

如 传 者 的 自 身 定 位 的 明 确 性 以 及 传 播 目 标 的 明 确 性 等

, “

受 众 本 位 论

”

需 要 一 个 新 的 理 论 飞 跃

。

可 以 认 为

,

“

回 归 的 传 者 本 位 论

”

是 在 新 的 条 件 下 传 播 发 展 的 必 然 结 果

。

在 宏 观 上

,

以
传 者 为 传 播 活 动 和 传 播 理 论 研 究 的 中 心

,

传 者

在 实 施 传 播 活 动 的 时 候

,

优 先 考 虑 的 是 自 己
究 竟 具 有 什 么

“

核 心 优 势

” 、 “

核 心 产 品
” , “

知 己
”

是 第 一 位 的
;
而 在 微 观 上

,

传

播 活 动 的 顺 利 进 行 就 应 当 以 受 众 为 中 心

,

弄 清 受 众 究 竟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信 息

,

什 么 样 的 传 播 方 式 最 能 为 受 众 所 接 受

,

究 竟

会 达 到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传 播 效 果

。

对 宏 观 层 面 的 忽 视 可 能 造 成 传 播 活 动 的 盲 目 性

,

对 微 观 层 面 的 轻 视 则 可 能 造 成

“

对 牛 弹

琴

”

的 传 播 效 果

。

儒 家 思 想 在 传 播 过 程 中 也 是 在 不 断 吸 收

、

继 承 新 的 思 想

,

不 断 进
行

从
传

者 到 受 众

,

受 众 反 馈 给 传 者 的 发 展

过 程

,

应 该 说

,

从 儒 家 思 想 的 受 众 本 位 到 又 一 个 传 者 本 位 的 出 现

,

决 不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重 复 过 程

,

而 是 一 个 新 的 否 定 和 超 越

。

我 们 把 儒 家 伦 理 与 西 方 伦 理 史 进 行 比 较

,

可 以 发 现

,

虽 然 儒 家 伦 理 的 现 代 形 式 在 与 西 方 哲 学 的 相 遇 中 已 发 生 了 变 化

,

却 没 有 经 历 一 个 抽 象 化 的 过 程

,

总 的 说 来

,

它 仍 然 是 一 种 基 于 社 会 的 美 德 伦 理 学

,

即 它 不 是 孤 立 地 看 人

,

而 是 把 人 放 在 关 系

语 境

,

包 括 整 个 宇 宙 的 语 境 中 来 看 待

。

在 儒 家 伦 理 中 我 们 也 看 到 了 普 遍 性 的 特 征

,

如

“
以 天 下 为 己 任

” ,

或

“
四 海 之 内 皆 兄

弟

” 。

我 们 也 看 到 了 理 性 原 则

,

它 们 强 调 的 不 是 抽 象 原 则 而 是 具 体 的 行 为 和 修 养

:

关 爱

、

仁 慈

、

克 己

、

重 人 伦 和 社 会 和 谐

。

因

此

,

儒 家 思 想 可 以 被 归 结 为 一 种 温 和 的 (美 学 的 ) 普遍 主 义 而 与西 方 强 硬 的 (理 性 的 ) 普 遍 主义 相 对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具 有 的

多 元 政 治 品 质 使 其 既 强 调 以 道 名 分 等 级 观 念

,

提 倡 对 社 会 等 级 秩 序 的 理 论 维 护

,

又 包 含 着 要 求 统 治 者 必 须 考 虑 人 民 生 活 的

忧 与 乐

、

不 同 的 社 会
阶

级 都 应 具 备 双 向 的 道 德 责 任 等 朴 素 的 民 族 思 想

。

在 中 国 漫 长 的 专 制 统 治 历 史 中

,

统 治 者 利 用 儒 学 为

其 合 法 性 统 治 提 供 思 想 依 据

,

因 而 儒 学 中 重 视 礼 制 秩 序 这 一 方 面 被 一 再 拔 高

,

而 无 视 或 扼 杀 其 民 主 性 的 另 一 面

。

尊 卑 上 下

的 礼 治 思 想 在 汉 代 演 化 成

“

三 纲 五 常

”

的 政 治 意 识 形 态

。

汉 代 之 后 随 着 君 主 集 权 主 义 的 日 趋 巩 固 和 加 强

, “

君 尊 臣 卑

”

的 政

治 格 局 不 仅 为 后 世 的 统 治 者 忠 实 地 奉 行

,

而 且 不 断 地 加 以 强 化

。

历 史 行 进 至 晚 清

, “

三 千 年 未 有 之 巨 变

” ,

在 暴 露 专 制 王 权

处 理 全 新 的 内 外 形 势 时 的 因 循 颧 预 的 同 时

,

也 使 忧 时 的 知 识 者 逐 渐 触 及 西 方 先 进 技 术 背 后 存 在 的 制 度 和 思 想 资 源

。

正 是

在 这 样 的 历 史 背 景 下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中 湮 没 已 久 的 民 主 性 因 素 被 激 活

,

而 又 反 过 来 成 为 主 动 吸 纳
四

方 政 治 思 想

,

呼 吁 变 法

维 新 的 知 识 背 景

。

西 方 政 治 思 想 在 当 时 的 传 播

,

为 中 国 传 统 学 术 思 想 的 调 整 和 更 新 提 供 了 触 媒 的 契 机

。

通 过 取 鉴 西 方 民

主 思 想

,

传 统 儒 家 思 想 自 身 开 始 了 自 我 扬 弃 的 过 程

,

它 一 方 面 展 示 了 对 意 识 形 态 化 的 儒 学 的 清 理 和 批 判

,

另 一 方 面 进 行 着

自 我 的 政 治 性 格 与 文 化 性 格 的 近 代 化 整 塑

。

而 这 一 过 程

,

正 是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辨 证 否 定 的 过 程

,

促 其 完 成 儒 学 悠 久 思 想 传 统

的 内 部 转 换

。

面 向 新 世 纪

,

以 孔 子 为 代 表 的 中 华 优 秀 文 化 将 进 一 步 走 向 世 界

,

并 为 世 界 上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们 所 理 解 和 接 受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作 为 东 方 文 化 的 主 要 代 表 之 一

,

它 与 西 方 文 化 的 互 补 性

,

也 正 在 越 来 越 为 世 界 有 识 之 士 所 瞩 目

。

王 国 维 有 一 句 名 言

:

“

余 谓 中 西 之 学

,

盛 则 俱 盛

,

衰 则 俱 衰

。

风 气 既 开

,

互 相 推 动

。

且 居 今 日 之 世

,

讲 今 日 之 学

,

未 有 西 学 而 中 学 能 兴 者

,

亦 未 有

中 学 不 兴 而 西 学 能 兴 者

”
。

这 是 很 深 刻 的 学 术 文 化 见 解

。

其 实 质 思 想 是 传 播 文 化 的 民 族 性 和 世 界 性 的 相 互 关 系 的 问 题

。

从 传 播 学 的 观 点 来 考 察

,

这 种 关 系 实 际 就 是 完 成 一 次 完 整 的 传 播 的 过 程

。

从 中 国 思 想 文 化 发 展 的 历 程 来 看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无 疑 称 得 上 民 族 文 化 主 体 之 一

,

在 她 长 期 的 演 变 发 展 过 程 中

,

既 有 本 民 族 间 不 同 思 想 学 派 的 相 互 吸 纳

,

也 有 和 外 来 文 化 的

冲 突 和 融 合

。

不 过 这 种 融 合 仍 然 是 以 本 民 族 文 化 为 基 础

,

从 传 者 本 位 出 发

,

对 某 些 外 来 文 化 进 行 改 造

,

有 时 甚 至 是 被 彻 底

地 批 判

,

走 向 受 众 本 位

,

而 最 终 是 要 回 归 传 者 本 位

,

完 成 一 个 自 身 完 善 的 过 程

,

她 是 一 种 适 合 于 本 民 族 需 要 的 深 层 次 的 融

合

,

而 不 是 简 单 地 加 在 一 起

。

当 然

,

要 获 得 这 种 发 展 的 前 提

,

首 先 要 求 儒 学 有 一 种 开 放 的 精 神

,

既 要 继 续 吸 收 和 融 会 本 国 各

学 派 的 精 华

,

更 要 积 极 吸 收 和 融 会 西 方 文 化 的 精 华

,

同 时 还 要 对 儒 学 自 身 已 有 的 基 本 精 神 和 重 要 概 念

、

命 题 等

, “

择 其 善 者

而 明 用 之

’

心
〕 (第 88 页 )

,

作 出 符 合 现 代 社 会 精 神 的 新 诊 释

。

从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传 者 本 位 的 回 归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儒 家 文 化 在 传 播 过 程 中

,

对 东 西 方 文 化 发 展 起 重 要 作 用 的 是 一 种 精 英 儒 家 文 化

。

近 代 特 别 是 现 代
以

来

,

随 着 东 亚 (被 称 为儒 家 文 化 区 )现 代 化 进程 的展开
, `

旧 本 奇 迹

” 、 “

汉 江 奇 迹

”

和 港 台 地 区

、

新 加 坡 的 经 济 腾 飞

,

人 们 开 始

认 识 到 儒 家 传 播 文 化 的 价 值 理 性

。

未 来 学 家 卡 恩 认 为

,

整 个 东 亚 地 区 经 济 上 的 成 功 主 要 是 由 于 大 多 数 经 济 组 织 受 儒 家 传

统 即

“

后 期 儒 家 文 化
”

的 熏 陶 而 具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特 质

。

我 们 肯 定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有 适 合 现 代 社 会 需 要 的 价 值

,

并 不 等 于 说 儒 家 文 化 完 美 无 缺

。

事 实 上

,

儒 家 思 想 中 确 实 存 在 不

少 对 现 代 社 会 发 展 不 利 的 因 素

,

即 使 是 具 有 上 述 的 精 英 儒 家 文 化 的 理 性 优 势

,

也 有 很 大 的 时 代 局 限 性

。

在 传 统 社 会 里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可 以 成 为 束 缚 人 与 社 会 发 展 的 教 条

;
在 现 代 社 会 里

,

经 过 从 传 者 到 受 众 的 转 变

,

最 终 回 归 传 者 本 位 的 历 史 演 进

过 程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又 得 到 发 展

、

引 申

,

成 为 社 会 发 展 的 动 力

。

因 此

,

文 化 激 进 分 子 所 提 倡 的

“

全 盘 西 化

”

既 无 必 要

,
一

也 行 不

通

。

外 来 文 化 只 有 融 人 民 族 文 化 的 血 液 里

,

才 有 可 能 为 我 所 用

。

我 们 认 为

,

儒 家 传 播 思 想 经 过 千 百 年 来 的 冲 击 与 震 荡 后

,

经 过 反 省

、

改 造

、

发 掘

、

翻 新

,

能 够 适 应 世 界 现
代

化 的 潮 流

,

在 中 国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会 起 积 极 作 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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