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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

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

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

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文化艺术工作者应该从世界与

中国的大局大势出发，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文化，促使人类
当下问题的解决

中华文明已经延续5000年，自然有许多值得大书

特书的篇章。因此，在19世纪之前，当一些西方人乘着

地理大发现之时势来到中国时，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规

范、成熟并有序的文明形态，而不是像他们在美洲、大洋

洲看到的那样存在着大量的原始部落。

曾经，中国尚未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他们谈世界时

只说“从巴黎到秘鲁，从日本到罗马”，而到18世纪时

则开始说“从中国到秘鲁”。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日，法

国宫廷举行的居然是中国式的庆典，成为这个世纪“中

国热”的标志。难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称，“欧洲王公

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

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他还说：“作为一个

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

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

但是，当历史运行到19世纪中叶时，实现了工业革

命的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终因

文明的级差而成为西方列强蹂躏践踏的对象。于是，如何

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让中华民族再度复兴，成为中国近

代以来的最大问题。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失败

之后，20世纪初终于爆发新文化运动，中国问题的症结

被归之于文化思想观念的落后，惟有破除旧有的保守僵

化思想，建立新的有冲击力的文化理念，从思想文化上改

变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是可能的。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涵就是破与立，破者为中国传

统文化，立者为来自西方的文化观念，以科学民主为首

选。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引入了马克思主义，诞生

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从20世纪走到了21

世纪，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空前现实地逼近中国：今天，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GDP总量

的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

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

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就中国在文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而言，新文化运动

的破立当然是当时中国的正确选择。甲午战败后，严复

就说，中国之失败使得“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

恃”。但是，新文化运动显然也受到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影

响，新旧好坏被绝对化。胡适就不只是一般地批判传统

文化，而是完全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称中国“百

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文学不如人，

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已无

任何价值可言，日渐式微。

而在中国重新强大起来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评估

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价值，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代

的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一方面肯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另

一方面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

要价值”，应该说，这一论断不只是一般地重新正面评价

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自身的标识性意义，而且一反20

世纪初将中华文化排除在世界文明价值体系之外的错

误做法，表明今天我们并非只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思考文

化问题，而是以世界视野来思考文化问题。

思想文化史可以证明这一重要判断。正当世界在

18世纪末叶以来纷纷皈依近代西方文化之际，以此为

精神支柱的现代文明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

身的相互关系方面产生愈益加剧的病症——也就是所

谓后现代社会的病症。进入后现代的西方社会内部不得

不持续产生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与此同时，被西方

人长期瞧不起的东亚地区却出现了经济起飞，中国的崛

起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事件，况且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

是按照西方模式运行的，这一事实使得包括中国传统文

化在内的东方智慧被纳入世界的视野。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早在上世纪

70年代展望21世纪时就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

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

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

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

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

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

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

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

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

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

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

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20世纪末，全球化盛行，日本学者村山节、浅井隆

在写于1999年的著作中亦坚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

走入穷途末路，因为在“以‘马力’为标志的物质能量的发

达形式”的支持下，全球资本家“终于变成了一群即使地

球毁灭，也绝不停止存钱、停止谋取利润的蠢物”，“人类

必须把这一矛盾扭转过来，正确地控制‘马力’，创造出新

的文明价值。这一重任必然要落到中国肩上，成为中国必

定担负的历史使命。”理由就在于中国文明的顽强生命力，

他们甚至指责日本已经“发疯似的埋头于资本主义文明”。

大历史表明，在双向互动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早熟”

智慧（梁漱溟语）已经跨过了自己的时代之坎，其生命力

在文明对话中持续长存，并得到进一步的现代式的发

展。今天，我们在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将强

调中华文化自身的独特性与发现中华文化内含的人类普

遍价值统一起来，而不是单纯突出独特价值。在世界历史

时代，只有适应世界历史趋势的文化才有发展的前途。

从“双创”推进到两个“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当然，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中华文化在长期

积淀中形成的落后因素，还是应该予以承认和正视。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开始，就能够以辩

证的态度去处理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毛泽东就提出了

“批判地继承”的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思路，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思路。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

又提出了“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

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

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可以说，两个“提炼出

来、展示出来”把“双创”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所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首先是相对于原生态的

中华文化存在而言。比如说，中华传统文化有无创新思想

与实践这样一个全人类价值的文化因素呢？习近平总书

记曾经说过：“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的先

人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精神是

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

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的先人们发明了造纸

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

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

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

居于世界强国之列。”这都是文化事实，但是，在今天，中

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体现大国担当，在文化软实

力方面不能满足于到传统中去挖掘，而是要不断创造新

的文化成果，让新的文化成果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

新创造的文化产品便面临了一个问题，如何内含并

创新中华文化的传统要素呢？答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

两个“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提炼和展示的文化要素分

别是中华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

髓。如果说，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提出“批判地继承”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着眼于

方法论的，那么，两个“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便是着眼

于文化的内涵了。

关于在文化艺术上提炼和展示中华精神标识，针对

全盘西化的肆虐，重点在于坚守中华文化或者中华美学

的基本精神，阻止“去中国化”的错误做法，排除“以洋为

美”、食洋不化的思维定势，应该说，在这几年里，这个问

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下全球化、世界历史时代的语

境中，如何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或者中华美学的基本精

神时，大胆提炼和展示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

精髓，这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坚持改革开放的背

景下继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

什么才是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呢？

这应该置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来考察。现在我们都知

道，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科学革命，可以列举哥白尼的

《天体运动学说》、开普勒的《新天文学》、培根的《新工具

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这些成就产生于

16至17世纪。那么，是什么因素激活了欧洲人的科学精

神呢？那就是审美文化的革命。在中世纪的后期，对审美

自由的追求开始发生，意大利出现三位巨匠：但丁、彼特

拉克、薄伽丘，他们几乎都是在14世纪的夜空中发出熠熠

光芒的，比通常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还早了差不多200年。

但丁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

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当整个中世纪的诗人们

都是在有意识地避开人的主体性时，他第一个探索了人

的灵魂，肯定了人性的价值。可以说，没有文艺复兴这一

审美自由创造运动，欧洲人的思想就不能挣脱基督教的

桎梏，理性的、实验的精神就不可能公开化和合法化。文

艺复兴的思想解放的惯性一直延续到19世纪，推动了

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时代的构建。

今天的中华文化应不应该像欧洲的启蒙作家那样

去创造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呢？答案当然是

肯定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

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吗？如果

我们的认知被禁锢于儒家诗教体系，也许难以察觉。新

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就认为只有欧洲文学才有关于人

的真理的发现，第一次是在15世纪，出了宗教改革和文

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而“中国讲到

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中

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但是，眼光放远些就不

会如此判断了。

以人文精神而论，但丁对欧洲现代文化的开创性意

义自不待说，但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学也并非只是恪守

诗歌“思无邪”的古训，明人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作

于1598年，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入梦，梦中释

放被压制的自我而尝尽人生之欢娱，醒后抑郁而病，因

病而亡，然后又因情而复活，一切皆为一个“情”字。这全

是活生生的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置于中国

思想文化史背景，《牡丹亭》反映了晚明社会启蒙思潮的

存在。放眼欧洲，有趣的是，1590年到1600年正是莎士

比亚的创作高峰期，与汤显祖几乎发生时间的交集。另

外，《红楼梦》创作于18世纪中期，尽管讲述的全是古代

社会的生活，但张扬的都是延续至今的现代价值理念，

如对人的自由发展的诉求，对僵死的官僚体制及其禁锢

人的思想控制的尖锐抨击，对男女之间自由而炽热爱情

的深情讴歌，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还能够“春江水暖鸭

先知”，深刻揭示出传统专制社会已经末路在即——这

个社会的下一代人成不了专制制度的接班人，一些人走

上了叛逆之路，另一些人则腐朽堕落、醉生梦死。可以

说，由于这部作品具有充分的人文自觉性和宏大的叙述

规模，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价值理念之集大成者。

同样具有比较价值的是，这部作品的成书年代正逢欧洲

启蒙主义运动期间，康德呼唤“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看

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成是手段”时，时间是1785

年，而席勒受其影响，大力宣扬在审美自由中实现人的

自由，也是18世纪90年代的事了。

可见，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去“大胆提炼和展示

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完全是顺理成

章之事。只是，今天的任务不能满足于展示《牡丹亭》

《红楼梦》一类的作品，而是要创作出比之更具有当代

价值、世界意义的作品，把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

的当代价值在“新的世界、新的人物”语境中展现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天的海南讲话中曾经指

出，中国因改革开放而“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

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果，已

经完全地面向世界，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文化

应该表达出更多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才能在文化上

证明中国必定会继续“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以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以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黄力之黄力之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鲁迅与顾颉刚

之争影响深远，要厘清鲁、顾之争的来龙去脉并不困难，

因为不乏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还原两位当事

人之间的矛盾与纠葛。但是超越事件本身，提供更具价

值的洞见和新的思考维度却不容易，问题在于多数研究

者恰恰在挖掘出“真相”之后得出的结论总是难免落入

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窠臼中而不自知。事实上，无论

是偏袒鲁迅，以他的立场批判顾颉刚，还是以顾颉刚的

立场批评鲁迅，都能讲出一通说得过去的理由，但这只

是皮毛之见，根本上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关键与实质。问

题的要害在于破除立场的界限，在更高的维度以更广阔

的视野审视这一事件背后所蕴涵的文化史意义，王富仁

的《鲁迅与顾颉刚》的价值与意义正在于此。清理这桩

“积案”，并不意味着一概抹消既有的研究成果与相关文

献，而是要区分不同的事实层次和价值维度。众所周

知，现代学术史史料众多，信息丰富，口径芜杂，作为中

心人物的鲁迅又关涉着错综复杂的牵连，所以必须对史

实、资料以及当事人的精神世界与思想倾向进行细致的

辨析与梳理。本书跳出了在两位当事人的立场中做选

择题的庸俗窠臼，而是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谱

系中综合考量两位当事人的分歧及其所代表的不同学

术文化传统，挖掘出分别源于章太炎和梁启超的两种思

想脉络，而这两种不同的传统和文化选择的历史脉络与

思想根系又肇端于两汉之际的今、古文学派分野，两种

学派、思想经历代的消涨起伏，到晚清之际分别由章太

炎和康、梁承其余绪，成就最后的辉煌。鲁迅和顾颉刚

虽然同为新式知识分子，但他们各自所秉持的历史与文

化观念判然有别，其对峙也由隐然到公开乃至最终成为公共事件，实际上揭

示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分化与转折，以及晚清古文学派和今

文学派肇端的整个现代学术路向的分野和学人之间的代际转折。

必须承认，抛开鲁、顾之争不论，鲁迅与顾颉刚的学术活动与社会关怀

均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必须予以肯定。但是，不能因为鲁、顾同属新文化

阵营的现代知识分子，就认为他们在思想上是同质的，然后据此得出争执双

方必有一方错误的简单结论。事实上，本土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之间思想和

意识相差很大，而亲炙欧美文化的知识分子与欣赏日俄文化的知识分子其

价值理念与道德取向又差别甚远，即使是在亲慕欧美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

内部，推崇美国文化的胡适与崇尚英伦文化的林语堂在知识趣味、价值认同

方面也不尽相同。在承认共性的前提下，王富仁敏锐地指出，新文化共性表

象之下鲁、顾二位当事人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传统和学术路向，而这两种不同

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路向本身就存在重大的分歧，进而精确地辨析出鲁迅与

顾颉刚之间历史观的本质差别，这才是鲁迅与顾颉刚从交好到决裂的内在

根本原因。这种细微而又根本性的差别被新文化的共性所笼罩，导致研究

者习焉不察，这才是鲁、顾之争的研究难以获得突破的关键。而在这种表面

的共性被揭去之后，通过王富仁先生的精到辨析，我们才发现，原来鲁迅与

顾颉刚之间的分歧与差异是如此显著而深刻：从道统承续来看，鲁承古文经

学，顾承今文经学；从师承来说，鲁师事章太炎，顾私淑胡适；鲁迅秉持进化

的历史观，顾颉刚尊奉疑古证伪的虚无主义历史观；在治学风格和学术路向

上，鲁迅重事，即重视对事物、对象的认识与理解，顾颉刚重人，即重视师门

传承的思想与秩序。由此可见，鲁、顾之间在基本观念、学术路向、精神气质

等各个方面简直是完全扞格，那么二者的矛盾与冲突最终激化乃至公开就

是势所必然的了，同时，本书的研究结论也再次证实了鲁迅所言的“非为私

怨，实为公仇”。

韦伯提出，学者在研究中应该秉承价值中立的立场，目的即是要避免研

究主体的过度涉入，王富仁先生也提出，学者不是法官，学术研究的目的也

不是要进行事实裁定和价值判断，而是要在厘清史实的基础上，阐释道理和

事件发展的深层逻辑，进而揭示其之所以如此的必然性。如果学者不能设

法使自己进入事件发生时的学术情境或历史情境，就很难理解事件的真相

及其背后的逻辑。笔者以为，这样的研究要求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经验

事实的梳理，二是逻辑脉络的辨析，三是阐释框架的确立。简而言之，研究

者一方面要呈现事件发展的复杂性、流变性，另一方面又要提供合理、简明

的阐释框架和研究结论。历史情境与后设叙述总是不会完全重合，所以一

方面要关注史料记载和历史细节，看到复杂历史真实有其不同的侧面与折

射，另一方面又要有超然的视角，意识到这些参差有别的每一侧面、每一折

射都有它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即使是对历史事实的偏离也并非完全没

有意义，同样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王富仁的研究向来以理性、客

观、深刻，富有思想冲击力而著称，总喜欢以独有的深刻和剀切，挑战既有的

“定论”和“常识”，给人以知性的冲击和震撼。鲁迅与顾颉刚这一题域中牵

涉的人和事，现代时局、学术、思想乃至人伦的嬗变被梳理出清晰具体的线

索和脉络，事实的层次，人际关系的深浅，历史伦理的善恶，思想意识的真伪

乃至学术思想的分野变得清晰可感，知识、思想、学术谱系的流变、追踪也更

为丰富、立体。

鲁迅曾提出过正面文章反着看的“推背法”，王富仁也提出“现代评论

派知识分子是鲁迅的‘尅星’，鲁迅也是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的尅星”。意指

对立面的存在有助于认知与把握更为清晰、深刻。刘易斯·科瑟也意识到，

讨论一位思想家的贡献，绝对不能忽视他的朋友与对手的意见和反应，上述

观点，实际上都潜在地提示了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正是本书贯穿始

终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手段，通过细致入微的辨析与比较，本书呈现出了鲁、

顾两位当事人的内在考量和思想角力，也是通过比较，凸显了鲁、顾各自所

代表的思想和学术传统在基本观念和认知结构上的巨大分歧，还是通过比

较，鲁迅的“中间物”自我意识与顾颉刚的“精英”心理认同截然分明，鲁迅以

“良知”为基础的文化立场与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以“权力”为基础的文化立

场同样在这种比较中得以呈现。王富仁并不讳言，更多的理解和同情给了

鲁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站在鲁迅的立场拉偏架，而更多是因为在精神气

质、思想性情方面的共鸣而导致的灵魂接近，对于鲁迅来说，“横站着作战”

是一种常态，他也未必需要这样的辩护和帮忙。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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