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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必须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

黄文林

(盐城工学院党委
,

盐城
,

2 2 4 0 0 3 )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

作为党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
,

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
。

我们讲

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是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的
,

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

千年的文明史
,

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孕育了丰富璀灿
、

博

大精深的优秀文化传统
,

它是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

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包括物质方面的现代化
,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
,

更必须保持和发扬凝聚和激励人民的精神力量
。

什么是凝聚和激励人民的精神力量呢 ? 马列

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是凝聚和激励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蕴涵着凝聚和激励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

然而
,

对于中国有没有优秀的传统文化 ? 是要弘

扬还是要舍弃的论争已有一个世纪了
。

客观地讲
,

在我国差不多有两代人没有很好地受到优秀

传统文化的教育了
,

人们对 自己民族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知之甚少
。

在当今一些青年人中还

表现出一种
“

文化冷淡症
” ,

他们强调以 自我为中心
,

而不知对国家要尽忠
,

对父母要尽孝
。

他们

中的少数人对国家理想和公众利益无动于衷
,

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要求难以认同
。

究

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复杂的
,

笔者以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建国以来
,

曾

受到两方面的攻击和曲解
,

造成了很深的负面影响
。

极左思潮讲阶级斗争
,

反孔孟之道
. “

批判

剥削阶级道德继承论
” 。 “
文化大革命

”

中批判刘少奇
“

黑修养
” ,

进而发动
“

评法批儒
”
运动

,

把中

国的一切文化传统都当作 ,’ j 日思想
、

旧文化
、

旧风俗
、

旧习
`

质
”

批判了
,

否定 了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我们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
,

而对于要不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问题
,

却未予明确
。

右的思

潮则主张
“

全盘西化
” ,

把中国文化传统看成一个不能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整体
,

要整体地打破
、

舍弃
,

要全面
、

配套
、

彻底地把西方的科学技术
、

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移植到中国
。

他们把中国

的文化说得一无是处
。

说中国
“

没有理论
” , “

既无理性又无感性
” , “

早就该后继无人 了
” 。

由于
“

左
”

右两种思潮的夹击
,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 已被打人
“

冷宫
”

多年
。

只是时闻在书斋

里进行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

而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继承
、

弘扬却难以切实地施行
。

其实
,

任何一个国家
、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两重性
,

都有精华
,

也都有糟粕
,

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缺的
。

然而
,

历史也告诉我们
,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
,

除中国之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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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没有一个能维持一两千年之久的
。

多数帝国没有几百年就分裂了
。

唯有中华文化能够以其

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饱经历史沧桑而绵延几干年
。

.

正是因为经久

不衰的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方面是主流并占有主导地位
。

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
: “
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的民族

。

我们的文化

建设不能割断历史
.

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
,

去其糟粕
,

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
,

推陈

出新
,

使它不断发扬光大
。 ”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有没有矛盾?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

清与出席 1 9 9 3 年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非常明确地回答了

这一问题
。

他说
: “

有人问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矛盾 ? 我说没有矛盾
,

因为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
。

我们要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时
,

也要用五干年的优秀伦理

道德传统教育青少年
,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 。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繁花妍艳的百花园
,

它包括哲学
、

道德
、

伦理
、

文学
、

艺术等领域
。

在中

国古代哲学中就具有丰富的唯物论
、

辩证法思想
。

比如
,

《老子 》说
“

有无相生
,

难易相成
” ,

庄子

讲
“
天地万物

,

变化 日新
,

与时俱往
” ,

《孙子兵法 》云
“
兵无常势

,

水无常形
” , “
知己知彼

,

百战不

殆
” 。

海湾战争期间中国《孙子兵法 》成为最畅销书
,

就是因为书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具有唯物辩

证法思想
,

符合战争规律
,

对指导现代战争具有深刻影响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

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
。

中国伦理道德传统
,

主要是指从先秦到辛亥革命时期
,

以儒墨道

法各家伦理道德传统为内容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

儒家思想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历

史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

儒家在对待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

强调
“
义以为上洲先义后

利
” ,

反对
“ 见利忘义

’ , “
以私废公

” ,

在对待伦理关系上孔子倡导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 “
己欲立

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人
” ,

并继承了《尚书 》中提出的五种人伦要求
: “
父义

” 、 “

母慈
” 、 “

兄友
” 、 “

弟

恭
” 、 “

子孝
” 。

孟子则提出
“
父子有亲

、

君臣有义
、

夫妇有别
、

长幼有序
、

朋友有信
”

的处理人伦关

系的准则
。

笔者以为此类思想
、

准则与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
“

大力倡导社

会公德
、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

的精神是一致的
,

拿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有利无害
。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 “

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

是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
” , “

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

集体主义为原则的

社会主义道德教育
,

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
,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

观
。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

集体主义
、

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
” 。

这是江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

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
。

我们从道德的发展角度去看
,

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

的
,

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

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和发展
。

社会主义道德也必

然植根于民族的传统道德
。

虽然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有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内容
,

但

其中也有许多超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
。

比如
,

儒家思想中十分强调国家利益
、

社会利益
、

民族利

益的整体精神
。

《诗经 》中提出
“

夙夜在公
” ,

《礼记 》提出
“

大道之行也
,

天下为公
” ,

贾谊倡导
“

国

而忘家
、

公而忘私
” ,

范仲淹躬行
“

先天下之优而优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

文天祥手书
“
人生自古谁

无死
,

留取丹心照汗青
” ,

顾炎武提出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

这些思想体现了极为高尚的道德修

养和情操
,

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哺育了无数的志士仁人
,

推动了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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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
:“

中国有一个道统
,

自尧
、

舜
、

禹
、

汤
、

文
、

武
、

周公
、

孔子相继不绝
。

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
,

我的革命
,

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

大
。 ”

l1[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

虽然效法欧美政治
,

但他强调的是
“

发扬吾固有之文化
,

且吸收

世界之文化而光大
,

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
。 ”

侧

有人说儒家思想中的
“

忠
” ,

即是忠君
,

就是效忠封建统治者
。

其实即使在当时
, “

忠
”

的概念

中就有博大的
“

天下为公
”
的内涵

。

《春秋左传 》中提出
“

公家之利
,

知无不为
,

忠也
” , “
临患不忘

国
,

忠也
” .

综上所述
,

濡家思想中的以天下为己任
、

优国优民的社会责任心
, “

鞠躬尽瘁
,

死而后

己
” “

舍生取义
”

的爱国奉献精神
,

与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
,

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的总目标并不矛盾
。

此外
,

儒家思想中还有许多可以古为今用的超阶级超时代的内容
。

诸如管子说
: “

一年之

计
,

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
,

莫如树木
;
终身之计

,

莫如树人
” 。

荀子说
: “

青
,

取之于兰
,

而青于兰
,

冰
,

水为之
,

而寒于水
” , “

锲而不舍
,

金石可镂
。 ”

韩愈说
: “

业精于勤
,

荒于嬉
;
行成于思

,

毁于随
”

等等
。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中
,

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用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文化服务
,

这本身就体现为中国特色
。

正如法国《费加罗杂志 》1 9 9 6 年 12 月 16 日载文《新中

国重新启用它的旧老师 》指出
, “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儒学更具有中国特色的了

。 ”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经济现代化有没有矛盾? 笔者认为没有矛盾
。

从历史上看
,

中国

儒家思想中的整体精神被嫁接到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
、

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的现代企业管理中
,

极

大地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发展
。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

被誉为 日本工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

认为擂学

是
“
和魂

”

的基础
,

他写过一本《伦语加算盘 》的书
,

总结了他把孔子的思想与企业经营管理结合

的成功之道
,

提出
“

在算盘和《伦语 》的基础上建设现代企业
”

的名言
。

日本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告

诉我们
,

在我国民族丰厚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适合于现代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

有人认为传统道德的衰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

继续倡导传统的思想道德已不合时宜
。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

但衡量社会进步应坚持经济发展
、

政治进步
、

道德水

平提高的全面标准
。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某些发达国家与日俱增的
“

社会病态
”

和
“

道德困

惑
”

超前昭示的精神贫乏的世界性趋势 ; 同时也要正视我国国门打开之后
,

随着中西经济文化

交融渗透
,

在一些人中所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
、

拜金主义
、

享乐主义等消极现象
。

美国锡拉丘兹

大学布朗卡教授在 《今日的青年
,

明天的公民 》一书中惊叹
: “

90 年代的美国青年已被看成是一

种以 自我为中心
,

既冷漠又无同情心
,

既懒散又没有生活方向
。 ’

,s[ 〕日本的高桥进教授在他的一

篇文章中指出
: “
现有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欧美各国面临着很多问题

,

如社会制度的破绽
,

对国

家的不信任
,

社会伦理的崩坏
,

人生观的变质等
” , `

“

从世界观来看
,

在欧美产生和发展的个人主

义人生观和社会观
,

已经走投无路
” 。

〔`〕在世界范围内
,

有识之士都在探索
,

在经济调整发展
、

物

质相当丰富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精神贫乏问题
,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 比详尽地研究了以中国为

轴心的东亚文明
。

他提出
“
以历史的观点看

, `

白种人优越
’ ,

只是暂时的现象
,

不久之后中国将

卷土重来
,

而且一定会成为世界强国
” , “

世界史的主导权
,

将从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 明转移
,

… … 以中国为主轴的东亚文明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关键
”

s[]
。

19 8 8 年 1 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

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宣言
: “
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

,

必须回首二干五百年
,

去吸收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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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智慧
” 。

法国《费加罗杂志 》载文指出
:“

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懂得孔子思想能在人民道德教养

方面带来好处
。

这不仅中国如此
。

在日本
,

丰田汽车公司参考孔子思想发展企业文化
,

让人们

忠诚事业
” 。 “

既然儒教学说在新加坡和台湾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
,

那么它就没有理由在中国大

陆行不通
。 ”

有人会说
“

儒家的
`

重义轻利
’

思想有碍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其实孔子所说的
“
君子

喻于义
,

小人喻于利
” ,

并非说君子不要利
,

但是强调只顾个人私利就会成为没有道德的小人
。

程颐就说过
: “

君子未尝不欲利
,

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
,

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
”

6[]
。

孔子

曾教导他的弟子要
“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 ,

就是讲要给老百姓利益和恩惠
。

孟子说
“
民之为道也

,

有恒产者有恒心
,

无恒产者无恒心
,

苟无恒心
,

放辟邪侈
,

无不为已
”
川

。

孟子认为
,

统治阶级重

要的是要让老百姓有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
,

才能有稳定健康的思想
,

荀子曰
: “
义与利者

,

人之

所两有者也
。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

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

虽莱封亦不能去民之好

义
,

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

故义胜利者为治世
,

利克义者为乱世
” 阁

。

儒家强调的是
“
先

义后利
” 、 “
见利思义

” 。

利要取之有道
,

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

而不要
“
见利忘义

”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

我们更应当注意把
“
义

”

和
“

利
”

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统一起来
,

做到
“
见利思义

” ,

在遵守法纪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
,

通过公平竞争
,

在付出

努力和代价之后
,

获取相应的回报
。

反对不顾国家
、

集体利益
, “
见利忘义

” ,

唯利是图
,

不择手段

地获取不义之财
。

当今世界高科技的发展一 日干里
,

世界性的竟争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

世界范围

内各个国家之间经济的竟争
,

更多地表现为科技的竞争
,

人才的竞争
。

在这样的形势下
,

要缩小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

大力培养掌握尖端科

学技术的文明人
。

有些人把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罪于
“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

,

几千

年来偏偏造不出一个 民族进取精神
” ,

甚至说
,

要搞现代化必须彻底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

事实上
,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发展科学技术并不矛盾
。

按照杨振宁教授的观

点
,

传统不仅与发展科技不矛盾
,

而且是发展尖端科技的必备条件
。

他说
: “

科技的发展一般讲

起来很困难
,

但从长距离的历史背景看
,

其实是简单的
。

仔细想起来
,

有四个重要元素
:

人才
、

传

统
、

决心和经济的支援
。

在过去三十年中
,

人才
、

传统
、

决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
,

所以才有了

那些尖端的发展
。

比如
`

两弹一星
’ ,

都以很难想象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

到了 21 世纪
,

中国最后

一个因素也有了
,

那就是经济的支持
。

有了这几个元素之后
,

我相信以后会发展得很快
,

这是不

成问题的
” 。

9[] 正是这样一位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
,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非

常大
,

他还在中学时代
,

他的父亲请人专门给他教学《孟子 》
,

杨振宁可以从头到尾把《孟子 》背

出来
。

他说
: “ 《孟子 》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的哲学

,

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
。

现在回想

起来
,

这对于我这个人整个的思路
,

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

远比我父亲那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

积分要有用得多
。 ” 10[ 〕

四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

都是以不同的文化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为指导的
。

每个不同的民

族都有与其它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
,

传统包含在现实之中
,

现实又是体现传统的现实
,

任何民

族乃至个人都要直接或间接地
、

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和影响
。

我们讲
“

建设



第 4期 黄文林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一方面是要昭告世人
,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我国的经

济实力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上
,

另一方面也是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

行的
,

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精神的
。

它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
“

中国特

色
” 。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

就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

只有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
,

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适合民族心理
、

维持社会秩序
、

改善社会风

尚
、

协调人际关系
、

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
,

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欣欣向荣
。

当然
,

我们也应当看到
,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

包括儒家的孔孟之道
,

是在长期的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
,

儒家思想中也有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糟粕
,

我们应 当以科学的

态度对待
,

既要继承其中的精华
,

弘扬其中优 良的部分
,

又要剔除其中的糟粕
,

批判其中的消极

因素
。

但是
,

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在中华传统文化究竟能促
“

兴国
”还是促

“
亡国

” 、

有多少优多

少劣
、

有多少精华多少糟粕问题上争论不休
,

再争论一百年还是众说纷纭
。

中华民族是不可能

在这种争论中强盛的 ! 我以为还是多做一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

实事为好
。

尽管认识不一致
,

但是我们可以在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
,

找到统一思想的

依据
,

他说
“

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
、

民族团结
、

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 。

毫无疑义
,

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道德在当代的继承和弘扬是有利于国家统一
、

民族团结
、

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
。

1 9 9 3 年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专门会议
,

研究如何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间

题
,

并组织了专家学者编纂大型丛书《中华传统道德 》多卷本
。

江总书记 1 9 9 5 年 10 月为这套丛

书题词
: “

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
,

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
,

努力创建

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 ” 国家教委还组织编写了《中国传统道德 》中学读本和小学读本

;
最近中

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
“
上下五千年

”

节目… …
,

笔者以为这些都是做
“

功在当代
,

利在干秋
”

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

笔者建议在国家教委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
,

各大中小学还应当

创造条件开设《中国传统道德 》课程
。

新加坡早在 19 8 4年便开设了
“

儒家伦理课
” ,

并且作为必

修和会考科目
。

儒家伦理
、

东方文化的根在中国
,

优秀的传统文化 只有进教材
、

进课堂
、

进报纸
、

上电视才能入耳入脑
,

才能代代相传
,

才能在西方价值观念在我国强化渗透的情况下保持和发

扬中华民族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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