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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尹绍东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与文化全球化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日益紧密相连。“文

化全球化”成了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给不同民族的文化带来了全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

是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和融合的过程，

它并不是“文化同质化”或“文化全球一体化”，更不是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化。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有民族文化自觉，更要有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能使我们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文化自信则能使我

们避免文化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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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无法回避的话题，它关系到国家、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面对全球化给人类、国家和民族带

来的影响等问题，有人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是世界

发展进程中不可抗拒的趋势，它将给不同国家、民族带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但也有人反对全球

化趋势，对其充满恐惧和排斥，认为全球化是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策划、发动的全新文化殖民主义。然而 , 不可

否认的是，无论人们对全球化持什么态度，“全球化不

再是抽象概念 , 而是一个铁的事实”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

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 被各民族的各

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

生产是如此 ,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

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

能 , 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

学”,“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

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

文明 , 即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 ,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

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 由于经济全球化持续向纵深

发展 , 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文化必然会在

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使资本主义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成了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显著特征

之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历史阶段，文

化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如何认识、发展文化成为我国现

阶段文化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因为文化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根基。如果丧失了这一根

基，国家与民族将失去自身文化特质，国家发展也将成

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长此以往，国家和民族的团结、

统一将变得遥不可及，甚至民心涣散，国家、民族分崩

离析。

纵观人类历史，很少有文化是孤立的；任何文化都

需要从其他文化吸取营养，促进自身文化发展。在全球

化时代，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不仅是文化自觉的体现，

更是文化自信的试金石。文化自觉能更好地发展本国、

本民族文化；文化自信能使人们以积极心态从外来文化

中汲取营养，丰富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使其成为

国家与民族文化快速发展的催化剂。

中华文化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传统。如何

在全球化时代正确看待文化全球化问题，如何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与民族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维

系国家与民族精神的需要，更是国家与民族持续发展、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现实需要。可以说，

文化自觉与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

的充分必备条件。

一、文化与文化全球化
（一） 文化的本质及其内涵

文化的概念非常宽泛，研究者从哲学、人类学、历

史学和语言学等角度对文化进行界定，但很难提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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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学科接受的定义。迄今为止，学界仍没有就“文

化”的概念达成共识，无法找到一个公认的定义。

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

人类社会长期生产活动和生活共同形成的产物，是人类

社会历史的物质和精神承载与体现。确切地说，文化是

以人为主导的天地万物的信息交流和渗透、融汇的过程。

文化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其范畴包括

国家或民族的地理、历史、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

方式和价值观念等。

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Stern(1992:208)( 引自“百

度百科”) 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文化

即大写的文化 (Culture with a big C)，狭义文化即小写的

文化 (Culture with a small C)。前者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

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

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1871 年，英国文化学家泰

勒在《原始文化》中首次提出狭义文化的概念，认为：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

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

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

复合体。”狭义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制度和机构，包括人们普遍认可、接受的社会习惯，

如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等。

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很难给文化下一个准

确的定义；其分类标准亦纷繁复杂。从文化的起源、作

用来说，文化是一切知识的总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来

定义、解构文化，导致文化的概念、含义、结构越来越窄，

甚至被人用来着重指文学艺术及做人的道德修养。近代，

更有学者把文化的范围局限于文学艺术范畴，使文化的

含义变得更加狭隘，逐渐模糊了现代人的文化观念，使

现代人对文化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它是一种“形而

上”的非物质存在。事实上，人类无时不存在于文化中；

每个人都是文化的载体和显现者，是一定文化的“产品”。

（二）文化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内涵

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工具和传播技术较为低级，

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广度和强度受到了极大限制。虽然在

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洲际之间有着文化交流和传

播，但这些文化活动无法实现同步共时效应，所以，很

难产生文化全球化。在当代，随着电信和网络技术的发

展 , 实现全球同步、同时态的跨民族、跨国界的文化传

播与交流成为可能，“文化全球化”产生的时、空维度

已经具备。

从“文化全球化”产生的另一重要维度—组织来看，

由于经济全球化涉及的民族、国家越来越多，且跨越了

所有洲际。随着国家间交流增多，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

文化模式相互产生碰撞和影响。在一定时间内，不同文

化信息、价值观和文化模式跨民族、跨国界、跨大洲的

传播成为可能，它们对个人或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强。

根据全球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过程，以

其广度、强度、速度和影响为指标 , 赫尔德（2001）描

绘了现、当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态。他认为 , 由于交通和

通讯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和发展，区域和洲际相互联系变

得异常便捷；同时，随着英语发展成为重要的全球性通

用语言，物质产品、人口和信息的流动跨越了地理界限，

洲际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再者，互联网技术使得信息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即时性”传播和共享，全球化成

为了现实。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

文化同质化 , 即使某些具有共性意义的文化特征在全球

获得普遍认同。全球性问题，如生态、资源、环境、伦

理等问题，要求人类采取一致行动 , 维护共同利益，但

此种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并不体现人类文化同质性

的特点。因为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 , 它集民族性与世

界性于一体。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必然要与其他民族的

文化相排斥，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流和融合，不同民

族的文化里必然有同质性的内容，而不同民族文化的分

界线并不是它们之间的同质性，而是各自的民族性和民

族特质。

在当代，以商业和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流行全球；

科学文化、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也出现了趋同性，甚至

是同质性。在世界范围内，报刊杂志、音乐、广播、影

视、网络等大众消费文化产品随处可见。但是，在全球

范围内，大众消费文化同质性主要见于青少年。因此，

青少年消费文化的“同质性”并非文化全球化的主要特

征，它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同民族对文化的价值、信念和

认同出现了同质化。事实上，全球化使得世界各民族更

加珍重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

国际上，大多数学者反对全球文化一体化和单极化。

“文化全球化”并非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

的全球化，或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不可

否认，在文化全球化中 ,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占

据了主导地位，具有文化优势。但是，在世界范围内，

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阿拉伯

世界的伊斯兰文化同样在西方世界传播。由于现代通讯、

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特点，世

界三种主要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文化多元性成为

可能。事实上，文化全球化过程凸显了文化多样性；多

元化成了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洛特曼（2006）认为，没有任何文化，有任何现实

机会，成为世界不同民族普遍通用的文化。从人类历史

来看，不同文化接触越多，文化越趋于多样性；不同民

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越多，越有可能产生新的

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多元化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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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觉的内涵与意义

1997 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

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

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

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

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当下，全球化步伐日

益加快，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断接触、交流、

碰撞和融合。在如此国际环境下，“文化自觉”显得无

比重要，因为只有清楚认识本民族文化，我们才能认识

其他民族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全球化的国际

大环境中立足，不至于失去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方向。提

倡“文化自觉”，有助于不同国家或民族充分认识自身

文化，分析本民族文化能为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

带来何种贡献。费孝通先生认为，就是要“自美其美”，

同时“美人之美”，最终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就是说，“文化自觉”有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理解、

接受和融合。

文化自觉，是深刻认识本国、本民族文化，正确把

握其发展规律，主动担当历史责任。提高文化自觉，关

键要全面认识文化发展对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全球

化是人类不可回避的趋势，尽管现代科学的源泉是西方

文明，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也就是说，西

方文明不可能随全球化而普及天下；相反，在全球化进

程中，各民族、各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伴随经济实

力提升的是各民族本土文化自信心的增强。民族国家将

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有利于本国与本民族的现代化

与社会发展，而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

自觉”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从而预

测未来趋势，顺应历史大势。

归根到底，综合国力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只有占

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

主动。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不同国家、不同

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文化自觉”具有特殊

的意义。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并存，只有做到文化自觉，

才能在文化对比和互动中稳住根基，获得文化选择能力，

继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能力。

“文化自觉”能够帮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主动适

应环境，冲抵不良影响，积极发展，壮大自己的文化实

力，从而不惧其他文化的威胁。文化全球化时代，不同

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必然有赖于各民族主动、自觉的努力；

国家与民族必须创造自己的强势大众文化，与其他民族

大众文化对话、交流，取对方之精华，最后达到共处。

简言之，“文化自觉”能帮助不同国家与民族认识自身

文化的深度、宽度与厚度，使自身文化成为国家、民族

发展永不枯竭的源泉。

（二）文化自信的内涵与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肯定

与坚定信念。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它表现为对不同文

化中先进或优秀部分、有利因素的大胆吸收利用，且不

担心在与不同文化交流时，被对方文化所“同化”，失

去自身固有文化。再者，它可以表现为积极推介本国、

本民族文化，主动研究其他文化的发展需求，使自己所

推介的文化要素能够契合对方发展需求。文化自信不是

抱着已有的传统不放，而是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与变化，吸取不同民族的优秀

文化因子，为本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元素，不断丰富本民

族文化的内涵，完善本民族文化。

如今，迎接全球化挑战成了世界各国或民族的理性

选择，因为消极回避全球化产生的问题，只会使国家与

民族边缘化，丧失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使国家与民族

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与民族。国际社会是弱肉强食的

“原始丛林”，“适者生存”永远是丛林法则。所以，

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我们必须以积极心态参与国际

文化竞争。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对任何国家与民族来

说，确立文化自信心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它是积极

参与文化全球化竞争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国

家与民族才有可能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面前，表现

出从容自若的态度。相反，如果缺失民族文化自信，一

个国家或民族对外来文化往往会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是

排斥态度。

在世界文明中，中国是唯一有着三千年不断历史的

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文

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文化全球化”时代，

来自不同文明的文化与中华文化产生了频繁交流与激烈

碰撞，尤其是以美国文化为主的大众消费文化席卷全球。

不少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和感知，对于中华民

族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文化是“根”，

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源泉。倘若一个国家、民族对

自己的“根”失去信心，它注定是没有前途，没有未来

的。所以，对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有充分或高度的信心

就显得无比重要。

要建立文化自信，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文

化观，反对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要对本国、本民族的

文化进行实事求是地发掘、清理与研究。文化的本质是

实践；国家必须引导国民认识、尊重中华文化。如果对

本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者妄自菲薄，否定

本民族的文化实践活动，认为外来文化优于本民族文化，

都不利于文化自信的培养。

中华民族有足够的历史和制度资源让我们对本民族

文化充满自信。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引领世界

文化千年之久；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物质、制度等文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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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

可以说中华古代文明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与世界其他

文化的历史传承相比，中华文化是独特的，因为它是唯

一没有发生过历史中断的民族文化。根深底厚的中华文

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和力量之源。

智慧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基石。历史上，中华民族

显示出卓越的智慧和优良的文化品性，超凡的创造力铸

就了伟大的历史辉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

近代，虽然中华民族遭受了外来侵略，国家与社会发展

异常艰难，但我们一直在奋力追赶。近三十年里，中华

民族巨大的智慧释放，使我们的国家再次成为世界大国

和强国，并成为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不竭的创

新源泉。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

信。

三、结语
“文化全球化”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生产力发展为

动力，是人类文化生活的高度社会化与全球化。它是人

类文化发展的一个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是人类文化生活进步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由于文化的

全球化发展，人类文化行为超越了民族国家疆界，为民

族文化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提供了机遇，民族

文化因而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也必须看

到，文化全球化同样带来了负面影响，对民族文化的发

展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不

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相互吸纳、借鉴、补充和促进。同时，

其相互之间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排斥，甚至会发生激烈

碰撞。

中国要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找到自己的

位置，实现从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转

变。我们必须提高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觉，增强对本民

族文化的自信。文化自觉是民族自我意识和责任，而文

化自信则是民族信念和信心。文化自觉反映了一个民族

从文化层面的自我感悟，认识民族文化发展的重大挑战

和历史责任，而文化自信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力量源

泉。

要做到文化自信，当代中国需要珍惜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资源，理性选择文化发展道路和目标。就两

者关系而言，文化自觉提升发展目标，文化自信激发发

展动力。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将成为空中楼阁；文

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坚实的基础之上。只有充分

了解本民族文化特点，才会对本民族文化有坚定信念，

才能从容坚守，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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