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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是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历史悠久

而传统沿袭不断，地域广袤而民族形态众多，敬

天法祖而注重经验积累，政体森严而民间空间广

阔，讲礼重文而文化兼容性强，详于记载而习于

民间采风，这些特殊条件造成传统文化的源源产

生与连续传承。

历史文明发达的国家传统文化一定丰厚，这

是由其文明积累值大决定的。历史上曾经高度

发展的文明，无论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

腊、古印度、中国、印加、玛雅等，都有较大的文明

积累值。但是这些文明中能够显现给今天世人

的大多为物质文明的躯壳，即遗留下来的建筑、

雕刻、绘画、文献等等，它们归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范畴，但只有仍然存活的传统文明，才能够保留

“活”的历史形态。也就是说：只有历史文明未曾

断绝的国家，才能保存最多的传统文化。人类文

明史多因战争、宗教等原因造成中断，我们知道，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存在于至今仍在尝试彻底读

解的楔形文字里，古埃及、印加、玛雅文明留给世

人的是无穷无尽的考古猜测与索解，了解古希腊

文明曾经不得不转道阿拉伯文献，而古印度的梵

文与梵剧早已被雅利安人阻断。因此，惟有中

国，从甲骨文转换为金文衍生出后世真草隶篆的

文字史从未间断，由夏商周奠定后世长久沿袭的

宫廷礼乐和民间礼仪现代以前未间断，由先民农

事祭祀节令仪典演变而来的民间信仰年节庆贺

仪俗现代以前未间断——或者采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一个概念来说：中国的“文化空间”基本

未间断。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不间断的连续性，曾

给西方提供了解已中断文明的参照物：20世纪

西方戏剧在寻找本源的现代派探索中，曾经向传

统的中国戏曲寻找流失了的古希腊和莎士比亚

戏剧舞台的本原成分。上述古老文明之外的次

生文明，积累的物质文化遗产就较少，传存的传

统文化也较单薄。

中国古代占支配地位的是大陆自然经济状

态下的农耕文化，它依自然界的时序、韵律、节奏

发展，敬畏、顺从和亲近自然，而历代经验积累与

传承成为最重要的文明基因。因此中国传统文

化一个突出特征是敬天法祖、注重前人经验，以

天为则、凛遵祖制，信奉法古主义，遵循文化守

成，所谓“天命不可违”（《晋书·石季龙传》）、“祖

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一切以祖先

和古人为圭臬，制度实行总要看古人是否做过，

哲学思理总要看古人是否说过，行事做人总要从

古人那里寻找成例，古已有之成为万事之法，所

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祖

宗之法不可变”（《宋史·司马光传》）。历史上的

政治变革常常遭致保守观念挫败甚至阻断，因而

“托古改制”往往成为变法的借口，“复古”成为改

变现状的捷径。民间社会的演变与发展也按照

既定之规而循规蹈矩，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从江

南许多来自中原的移居村落今天仍然保存了众

多中原古俗可以看出来。数千年来这种思维方

式深入影响和控制着民族心理，保存和遵循古人

制度、礼乐、仪俗、规则，恪守前人经验与规范，成

为根植于心的文化传统，成为众量传存传统文化

的前提。

中华文化是礼乐文化，古代以之确立有效的

政治秩序与和谐民风，所谓“礼者，天地秩序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夏商周三

代形成完备的礼乐制度，例如周朝形成冠、婚、

丧、祭、朝、聘、乡、射礼和六代之乐，经春秋战国

的动乱遭到破坏，孔子因而“克己复礼”大力倡导

和宣扬以挽其颓势，以后历代缜密修补严格执

行，礼乐文化日益深入民间。长期指导中国传统

精神生活的“十三经”中即有《周礼》《仪礼》《礼

记》三部著作专门讲礼仪，总称“三礼”，规定了从

宫廷到民间、从日常起居到红白喜事、从祭祀到

禁忌的各项文明礼仪，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

之远，无论是家国政治还是民事活动，都被完备

而繁复的礼节笼罩着。礼仪有吉、凶、宾、军、嘉

礼五大类，各有众多分支，与人生关联的如诞育、

成人、婚配、丧葬等，都有繁冗严密的规定。礼要

有乐来配合，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记·

乐记》），因此礼仪活动通常都和奏乐表演连在一

起。而统治者尤其重视乐的敦化作用，《孝经》

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进入民间生活，

长久化生为民俗，就成为后世传统文化的渊薮。

中华古国的政体森严，尤其秦以后形成统一

中央集权制，便于在政体、法律和文化层面上维

护制度体系。一部二十四史证明，无论朝代如何

更迭，制度体系总能迅速重建并巩固，保持强劲

的连续性与传承性。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宗法制

度下千年不变的民间社会，构成村落文化的广大

空间，家国礼仪深入民众社会生活。“十户之村，

不废诵读”（徽州古村落楹联）。长期处于自然经

济状态，聚族而居、渔樵耕读的乡村社会形态是

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传统文化的家园，它儒教

统领与宗法结构合一，居处环境与自然、人文因

素合一，包蕴了复杂的文化空间，包括了丰富的

无形文化形态：宗教仪式、年节庆典、民间习俗、

交接礼节、生活习惯、特色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专

门化的手工艺和技巧等等。乡村每年代序性举

行的社屋拜奠、神庙祭祀、祠堂典礼和多种多样

的节令活动，包括各种迎神奉像、行傩逐疫、民间

社火、场圩文化空间序列，都成为容受传统文化

的库藏。

传统文化的特征与民族性紧密相关。一般

来说，不同民族因其生存环境与生活习俗的不

同，形成相异的文化性征，构成不同的文化板

块，也就产生不同的传统文化形态。中华文明

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为主发祥地，逐渐覆盖江

南漠北，扩布到周边山陬海隅，地域广袤而民族

众多。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

众多的共生民族。最初即有华夏和东夷西戎南

蛮北狄之说，从生产方式可以划分为农耕、游

牧、渔猎等不同经济生活类型。而经过漫长的

历史演进，总体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各

民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共同

体。今天中国13亿人分布为56个民族、使用

82种语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

每一个民族都因其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

而保持特殊的生产、生活和感情表达方式，因而

拥有独特的传统文化。

二

华夏文明在多民族长期共同发展过程中确

立了文化的和合特征，《论语·述而》说：“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其特点是宗教排异性

弱，文化包容性强。在原始占卜巫术基础上形成

的《易》文化，通过对自然与社会规律观察总结而

孕育的太极、八卦思维和阴阳五行观念，都是讲

矛盾统一辩证关系的，其阴阳调和、相辅相成的

认识基础，长期支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归纳为

原理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

语》）。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学只停留在学术

层面而未转化为真正的宗教形态，能够容纳其他

思想体系，隐忍了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中

国因而未发生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事件中消灭异

己文化的决绝行为。当然中国历史上偶有禁佛

事件，更多出自经济原因，也毕竟只是历史长河

中的瞬间，常态还是包容。汉文化正统的长期历

史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这些入主也

反过来采纳汉文化，入主者自身也迅速汉化，而

将自己的始原文化掺并进去，形成文化混同。至

于东汉吸收印度佛教，唐代以后又容纳了众多西

来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等，各种宗教同生共存，更是体现了中华文明地

覆海涵的文化性格。而上述海纳百川的文化涵

容历程，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容量。

中国传承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性条件是它

统一而定型的文字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进入

文字时代，它的文化和历史就很难为后人所认识

并传承，或者仅停滞在模糊的口头阶段。有了文

字、文献对口头文化的记录，历史才有了清晰的

延展脉络和节律。汉字5000多年的历史，从甲

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简书、帛书、碑书固定到纸

文献的经史子集，记载一脉相承、历代不绝，留下

众多史实、神话、传说、诗歌、轶事、民间故事，不

仅详细记录了中华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足迹，还包

括了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和西亚、东南亚

的史迹，甚至一些国家最初的史书也是用汉字写

成的。一些民族则参照汉字结构法创造自己的

文字，例如西夏，由此有了自己的历史和生活记

录。这个特殊条件强有力地支撑了传统文化的

香火延续。例如一部二十四史，虽说只是帝王将

相史，也还是绵延不绝记录了人类文明活动的伟

大工程，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宫廷礼仪、祭祀典

礼、宴乐活动等因而得以蹈袭有据。

中国传统又历来重视民间采风，《孔丛子·巡

狩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春

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故王者不出牖

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诗经》中

的许多篇章就是史官在各国民间记录下来的歌

谣。先秦史籍里经常录载口头民歌，一个突出的

例子是用汉字翻译出来的《越人歌》，这种习惯沿

袭下来，历代都重视记录民间歌谣，留下众多文

献。最著名者如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

分12类记载了上古到汉唐时期的祭祀歌曲、宴

会歌曲、街巷歌谣、舞曲琴曲等的歌词。明清时

期则编篡了众多的地方小曲歌词选集如《雍熙乐

府》《万花小曲》等。历代文人也自觉从民间歌谣

里汲取营养推动诗歌创作。而历来的地域民情

风俗，方志著作皆载。秦汉时期的郡书、地理书、

都邑簿开其先河，宋代方志正式兴起并迅速普及

后，都将其列为重要内容。例如各地方志都详细

记载当地礼仪、岁时、信仰、生活各种民俗，以及

重要的节庆、祭祀、庙会活动内容等等。文字记

载与口头传承的交互作用，保证了传统文化历史

文脉的长久延续不断。

由于以上特殊文化基因的作用，中国拥有世

界上最大的传统文化库存就成为必然。

三

所谓传统文化，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

物确定的概念，更多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

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开掘而逐渐消亡。由

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传统文化

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

这方面一个典型。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特殊方式进入现代社会

的，这决定了它的现存面貌。在中国长期的古

代社会中，属于精神成果的传统文化保持了质

的千年延续不变与量的永恒积累叠加。然而进

入近代以来的一百数十年间，这种状况彻底改

变了。

长久保持了发展恒定性的农业中国，并未像

欧洲那样从自身肌体中自发生长起工业革命的

初始动力，而是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之

后才被动开始现代变革。因而，中国是以完整而

缜密的一整个古代文化体系与现代突然遭遇的，

这个体系曾经焕发出历史文明的耀目光焰。然

而现代文明的竞争遵循的却是另外一套法则，它

迫使之前的传统文明全部萎缩甚至覆灭。人类

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

么被动保持传统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

质转换为现代文明。世界上一些自强的古老民

族采纳了后者，其中包括中国。于是，现代化道

路在脚底下展开，传统文明则成为遗产。

当中西体用之辩和“以夷制夷”的幻景最终

被现实阻断和粉碎时，国人认识到仅从器物层面

无法挽救中华文明的颓势。面临民族危亡的中

国不得不选择决绝的文化革新姿态，用彻底破除

旧有制度体系、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手段来引

导自身跳出封建轮回、实现民族自强，而民主与

科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旗帜。百余年来，中国文

化经历了剧烈的动荡、风化、更新与再生，其中有

成功也有挫折。五四新文化运动荡涤旧文化，新

中国建立起人民共和的新型政体，解放后移风易

俗破除封建迷信，新时期以来倡文明树新风，道

道波涌的共同作用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得到

了大幅度更新。然而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进入，

政治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也使优秀的传统文明

过多流失。

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

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

击，前期还只是造成文化杂糅，未能阻断传统，随

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

剧，商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

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

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属

于传统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

冰。针对现代都市文明来说，作为人类文化记忆

的传统遗产，是旧有生活方式的智慧结晶，是祖

先留下的文化基因，我们需要保存住这些文化符

号，以延续自己的民族血脉。然而，社会的现代

化进程却又是消灭这些文化符号的罪魁祸

首——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悖论。好在现

代人类从文明教训中逐渐懂得了尊重传统的意

义和价值。先于我国开始工业化的一些东方国

家也先行瞩目传统文化，日本早在50多年前已

经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韩国也较早开始了

对无形文化的保护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形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付诸

行动，也成为联合国抢救人类传统文化理念的前

奏，然而，我们以往的理解和措施远不够全面和

完善。

当下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

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国的

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上锐减，一

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只有业余演出，许多剧种

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惟一团”。中

国宫廷乐庞大而完备的体系不复得见了，反倒

是周边国家葆有其吉光片羽的折光，例如世界

第三批人类非物质遗产名录中的韩国宫廷宗庙

祭祀乐，本是以中国宫廷仪式记载为基础而形

成的完整演奏程序，越南宫廷雅乐也受到中国

的明显影响。许多民间传统被冲击得残缺不

全、无法聚合成为完整的文化空间，例如佛教和

道教法事、集市庙会广场文化活动、祭祀行傩和

演剧、社区狂欢节等，这也是为何我国颁布的非

物质遗产名录中文化空间较少的原因。例如北

京老天桥市场原是一个著名的文化空间，首批

入选代表作里摩洛哥加玛广场文化空间的例

子，就与之十分相像。加玛广场是当地人聚集

游艺的场所，其内容包括说书、杂技、戏剧、舞

蹈、耍蛇、吞火、算命、占星、卜卦、牙医、草药、文

身、布道、出售食品等——这与我们所了解的老

天桥市场如出一辙，但天桥市场却消亡了。韩

国申报成功的江陵端午祭对于中华端午节日仪

式保存完好而又有许多衍生发展，使之文化空

间的味道更加浓郁，而我国遍布全国各地仍然

呈活体状态的端午节习俗，除了划龙舟、吃粽子

等节目外，已经较缺乏内涵。汉民族春节习俗

从保存完整程度说，甚至可能出现大陆不如台

湾、海内不如海外、中国本土不如域外中国城的

情况。今天我国保存较完整的文化空间一般只

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例如一些歌吁节之类，它

们受到的时代冲击相对较小。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寄托的民

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

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

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为世

界各民族所特有的不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

美理想，如果被一致的现代工业文化符号所取

代，七彩的世界就会统一为灰色，人类文明就会

陷落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保持文化多样性方

面，作为人类传统文化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

大的历史责任。

四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攀升和综合国

力的提高，我们业已拥有了抢救传统文化的实力

与具体的文化诉求。推行保护传统文化的国家

行动已经成为现实实践。

在保护行动理性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遭

遇的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殊性的问题，这

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前者是指

如何看待既有的传统文化，如何为之定性，确立

何种保护观念，属于认识和观念的范畴；后者是

指一个正在迅速现代化的社会如何处理好发展

与传承的矛盾，前瞻性、预见性地为传统文化保

护预留空间的问题，属于社会实践的范畴。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整个完整制度体系

和思想体系的产物与附着物，当中国的现代化步

伐首先以制度变革的方式推进时，它的制度根基

就坍塌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今天人

们意志为转移的既往客观现实。旧制度的坍塌

是现代中国崛起与腾飞的起点，是当今中国以现

代化强国面貌挺立于世界东方的前提。而制度

层面的传统文化的死亡，是人类文明轮回的体

现。至于依附于旧制度的社会认知体系、伦理体

系与价值体系的随之坍塌，则是应当并且值得审

慎对待的，因为旧文化中包孕着我们的传统基

因、民族特征与文化个性，新文化也不可能在脱

离母体的情况下凭空造就。

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从旧制度的框范中剥离

出来，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智慧性、哲理性和

永恒性，看到她为人类文明所提供的特殊贡献，

更看到她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特殊影响力。例如

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谐共处、辩证施治等理

念，正在和已经成为今天人类思想的共享物，为

世界的均衡发展提供着精神上的源泉与动力。

而更多体现在伦理层面、道德层面和民俗层面

的传统文化，则是包蕴民族精神气韵、孕育民族

性格气质、培养民族审美习惯的丰厚土壤，伦理

层面的许多东西今天要重新认识，道德层面的

许多东西可以继承，习俗层面的许多东西可以

传接。

以传统中国的代表征象礼教为例。从根本

上说，礼是用来节制社会等级的，是封建制度、等

级观念的反映。《礼记·曲礼》孔颖达疏云：“礼者，

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

云礼不逾节，度也。”封建礼教所严以标举的等级

观念、尊卑秩序、亲疏有别、专制主义，其精神实

质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为维

护专制社会政体服务的，自然不与现代民主自由

精神合拍。然而传统礼教所倡导的仁爱、正义、

和谐、节制、美善、忠孝、睿智、虚静、自然、诚信等

义理，则是协调人际与自然关系、维护良好社会

环境、保持崇高道德情操的人类智慧升华。当我

们破除了专制体制、建立起民主政治以后，以增

加人的品质修养为目的，在传统基础上重塑人文

之礼，礼的内在精神就转为当代社会宝贵的人文

资源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有与时代精神和现

代科学知识相背离的内容，已经不适宜于应用到

今天的社会生活，例如万物有灵、因果报应、禁忌

避讳、跳神装鬼等，属于愚昧迷信的产物，即使是

在古代社会也不为智者所取，孔子“不语怪力乱

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的务实态度影响了历代知识阶层，历来

对这类愚俗都有鄙夷之声。当它们仍然呈现为

活体状态时，会对某些社区人众的文化心理产生

扭曲影响，这是在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时特别要

关注的。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传统文化的

保护工作要有前瞻性，而前瞻性的支撑力来自眼

界与胸怀。首先我们当然无权阻断传统文化的

脉息，因为继承这笔遗产不是我们一代人的特

权，而是我们与千秋万代后人的共同权利，我们

要随时想到为子孙留下什么，世界的物质资源不

能耗尽，文化资源同样。其次还要从文化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现实

矛盾，在发展之初就预留出传统文化的保护空

间，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要因为片面强调速度

而牺牲掉传统文化资源，反之，这些资源在一定

的时候却可以成为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源源不

绝的动力。一定要在传统文化一旦破坏便不可

再生的认识基础上，为之划定绝对禁区，同时要

避免人为开发的扭曲使之失去本原性、纯粹性与

基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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