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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影响和解释人类生活方式的知识
、

制度和观念的复合体
,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文化

的形成
、

发展
、

转型和国际互动的复合过程
,

是文化要素的创新
、

选择
、

传播和退 出交替进行的复合

过程
。

本文重点讨论世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

〔关键词 〕 文化
,

文化现代化
,

历史经验
,

战略
,

中国

地球上有多少个民族
,

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
,

就

会有多少种文化
。

从 国际法和人道 主义 的角度观

察
,

每一种文化都是平等的
,

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

展的权利
,

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

从发展和现代

化的角度观察
,

不 同种文化具有不 同的文化生产力

和文化竞争力
,

不 同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水

平和文化生活质量
,

不同种文化是不等价的
。

综合

人类学和现代化的观点
,

每一种文化都面临两个挑

战
,

那就是民族文化的合理保护和文化现代化
。

文

化现代化是文化领域的现代化
,

是世界 和国家现代

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

《中国现代化报告 2 0 0 9 》

主要从科学和现代化角度研究文化现代化
,

归纳了

世界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事实和历史经验
,

阐述 了文

化现代化的基本原理
,

提出了 21 世纪 中国文化现代

化的路径图川
。

本文简要介绍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

验和中国的理性选择
。

1 世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 文化竞争力

逐步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

人类和文化相伴而生
,

有人类就有文化
。

人类

文化大约有 250 万年历史
,

人类文明大约有 6 0 0 0 年

历史
,

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大约有 3 00 年历史
。

《中

国现代化报告 2 0 0 9 》对世界文化现代化的 30 0 年历

史 ( 1 7 0 0一 2 0 0 6 年 )进行时序分析
、

截面分析和过程

分析
;
分析范围涉及纯粹文化

、

文化设施
、

文化产业

和其他文化
,

分析 内容涉及文化生活
、

文化结构
、

文

化制度和文化观念 以及长期趋势
、

世界前沿和国际

差距等 ;时序分析的国家样本为 15 个
,

2 0 01 年截面

分析的国家样本为 1 30 个
,

分析变量为 1 18 个文化

变量
,

其他截面分析的样本为当年有数据的主要国

家
。

通过系统分析
,

归纳了世界文化现代化的 5 4 个

事实和 14 条历史经验等
。

1
.

1 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概念

文化现代化的定义涉及 4 个基本概念
:

文化
、

文

化领域
、

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
。

它们都没有标准定

义
,

关于文化的定义就超过 10 0 多种
。

这里讨论其

操作性定义
。

( 1) 文化定义
。

文化是影响和解释人类生活方

式的知识
、

制度和观念的复合体
,

是人类对真
、

善
、

美

的追求和体现
。

文化复合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

其中
,

知识是文化的基础
,

制度是文化的核心
,

观念是文化

的灵魂
,

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
。

在文化复合体中
,

知识指关于 自然和人类社会

的所有认知
,

包括编码知识和非编码知识 (隐含类经

验性知识 ) ;
制度指规范人类行为的规章

、

程序
、

伦理

道德和习俗的集合
;观念指思想

、

信仰
、

道德观
、

价值

观和审美观等
。

如果用数学语言表达
,

文化是知识
、

制度和观念

的函数
。

在文化发展史上
,

不 同文化要 素的作用是

变迁的
。

在某种意义上
,

在农业时代
,

观念是文化 的

中轴
,

农业时代的突出特征是 专制文 化
;
在 工业时

代
,

制度是文化的中轴
,

工业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制度

文化
;
在知识时代

,

科学知识成为文化 的中轴
,

知识

进步成为决定因素
,

知识时代的突出特征是 知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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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当然
,

这是相对而言的
,

任何时候文化的三要素

都是重要的
;
所谓的文化中轴

,

是指处于相对支配地

位的文化要素
。

文化的内涵是
:

影响和解释人类行为的知识
、

制

度和观念的复合体
。

文化的外延包括
:

语言
、

文学
、

艺术
、

哲学
、

宗教
、

法律
、

道德
、

习俗
、

科技知识
、

文化

设施
、

文化产业
、

政治文化
、

经济文化
、

社会文化
、

环

境文化和个人行为文化等
。

( 2) 文化领域
。

文化领域是人类社会的 6 个研

究领域之一
,

是与文化的创造
、

生产
、

传播
、

销售
、

服

务
、

保存和消费相关的领域
。

文化领域包括两个部

分
:
i( ) 独 立的部分

:

纯粹文化
、

文化设施和文化产

业 ; ii( ) 交叉的部分
:

文化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交叉部

分
,

包含政治文化
、

经济文化
、

社会文化
、

环境文化和

个人行为文化等
。

(3 ) 现代化
。

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
:

现代化

是 18 世纪 以来人类文明的一 种深刻变化
,

在 18 一

2 1 世纪期间
,

世界现代化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

化
;现代化的内涵是

:

现代文明的形成
、

发展
、

转型和

国际互动的复合过程
,

文 明要素的创新
、

选择
、

传播

和退出交互进行的复合过程
,

不 同国家追赶
、

达到和

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 ;现代化的外延包括
:

世界
、

国家
、

地 区
、

政治
、

经济
、

社会
、

文化
、

环境和个

人的现代化等
。

(4 ) 文化现代化
。

这里所讲的文化现代化
,

是

文化领域的现代化
,

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领域
。

文

化现代化的内涵是
:

现代文化的形成
、

发展
、

转型和

国际互动的复合过程
,

文化要素的创新
、

选择
、

传播

和退出交互进行的复合过程
,

不同国家追赶
、

达到和

保持文化变迁的世界前沿地位的国际互动
。

文化现

代化的外延包括
:

纯粹文化
、

文化设施
、

文化产业 和

其他文化的现代化
,

文化生活
、

文化内容
、

文化形式
、

文化制度
、

文化观念
、

文化体系和文化管理的现代

化等
。

( 5) 文化现代化的标准
。

文化现代化大致有三

个判断标准
:

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

又不破坏

自然环境
;
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进步

,

又不妨害经济

发展 ;
有利于人类的 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

又不损害

社会和谐
。

(6 ) 文化现代化 的阶段
。

在 18 一 21 世纪期间
,

文化现代化过程包括准备阶段
、

第一次文化现代化

和第二次文化现代化
;
第一次文化现代化包含三次

浪潮
,

第二次文化现代化包含三次浪潮
。

第一次文化现代化是从传统文化 向现代文化
、

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型
,

它包括从专制文化

向民主文化
、

封建文化向公民文化
、

迷信文化向科学

文化
、

附庸文化向职业文化
、

家族文化向福利文化
、

农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型等
。

第二次文化现代化是从现代文化向后 现代文

化
、

从工业文化向知识文化的转型
,

它包括从物质文

化向生态文化
、

实体文化向网络文化
、

权威文化向平

民文化
、

机械文化向人性文化
、

国家文化向全球文

化
、

文化汇聚向文化多元的转型等
。

如果说
,

第一次文化现代化是一个文化分化过

程
,

文化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和文化内部的分化
,

那么
,

第二次文化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融合过程
,

文化

与经济和社会的重新融合
,

经济和社会过程的文化

化
,

文化产业逐步成为支柱产业
。

1
.

2 世界文化现代化的 14 条经验

世界文化现代化 的 3 00 年历史
,

包含大量的客

观事实和历史经验
,

可以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

有

些历史经验对我们有重要借鉴意义
。

( 1) 文化现代化既是一种历史必然
,

也是一种

文化选择
。

对于人类文化而言
,

文化现代化是一种

历史必然
,

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方向
。

对于不

同国家和 民族而言
,

文化现代化是一种文化选 择
。

文化选择是人类的一种根本权利
。

每个民族和国家

都有文化选择的权利
。

任何民族和 国家的文化选

择
,

都不应以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选择为代

价
。

选择文化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
,

就会推进文化

现代化
。

没有选择文化 现代化的国家和 民族
,

就会

停留在原有文化
、

传统文化或原始文化阶段
,

与人类

文化前沿的差别会扩大
。

所有民族和 国家
,

都需要

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

(2 ) 文化现代化既有 国家利益
,

又有市场竞

争
。

文化具有两种属性
。

i( ) 文化具有民族属性
。

文化可 以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身份标识 ( 文化身

份 )
,

体现民族和 国家的文 化权益
。

ii( ) 文化具有

商品属性
。

文化可 以作为一种商品
,

根据市场需求

进行 生产和交易并获利
。

文化 变迁受到 国家利益

和市场竞争的两种作用
。

文化二重性必然导 致文

化现代化 的二重性
。

文化现代化的二重性表现为
:

既要维护国家文化权益和文化创造力
,

又要提高文

化生活质量和文化竞争力
,

它们经常是一致的
。

文

化现代化过程有两个导 向
:

国家利益和市 场需求
。

对待文化现代化的二重性
,

不同 国家有 不同做法
。

有些 国家强调 国家的文化权益
,

有些 国家强调文化

的商品属性
。

文化还有许多其他特性
,

如时代性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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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性等
。

3 ( )文化现代化既有高度的多样性
,

又有部分

的趋同性
。

文化现代化多样性的主要表现 是
:

i( ) 不 同国

家和不同领域的文化现代化具有不同特点 ; ii( ) 世

界文化是多元的
;
( iii ) 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内部

的文化也是多元的 ; ( iv) 文化生活方式具有多样性

等
。

文化现代化具 有部分趋 同性 的主要 表现是
:

i( ) 不 同国家的文化设施
、

文化产业
、

科学技术
、

经

济文化和生态文化等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 ii( ) 文化

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收敛性或部分的趋同性
;
ii( i)

国际文化和国际制度具有部分的趋同性 ; ( iv) 工业

文化
、

城市文化和网络文化具有部分趋同性等
。

虽

然文化现代化具有多样性
,

但文化现代化仍然有一

般规律
。

(4 ) 文化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先导作用
。

i( ) 文

化现代化的起步早于世界现代化
。

一般而言
,

文化

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
、

宗教改革
、

科学革命和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文化现代化的起点
,

是欧洲现

代化的先导
,

也是世界现代化的先导
。

世界现代化

的起点是英国工业革命
。

ii( ) 发达 国家的历史经验

表明
,

先有思想解放
,

后有现代化
。

先有科学革命和

启蒙运动
,

后有英国工业革命
、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

命等
。

ii( i) 在发展中国家
,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

以推动文化现代化
。

( 5) 文化创新是文化现代化的根本来源
。

如果

没有文化创新
,

文化现代化就成为无源之水
。

在人

类文化前沿
,

文化现代化更多是一种自然演化
,

但自

然演化不是天体 自转
,

而是由创新和创新扩散等推

动的
。

事实上
,

文化现代化的每一次革命性进步
,

都

是重大创新和创新扩散的结果
。

(6 ) 文化现代化不 是单一 的
,

而 是 多姿多彩

的
。

文化现代化可以是快速的
,

也可以是相对缓慢

的 ; 可以 是革命性 的突变
,

也 可 以是渐进 性 的变

化 ; 可以是一种静悄悄的变化
,

也可 以是一种轰轰

烈烈的社会运动
。

18 世纪 的法 国大革命和 20 世

纪 60 年代的欧美学生运动引发的文化变迁就具有

革命的色彩
。

20 世纪 70 年代环境运 动 引发的环

境文化 变化
,

具有社会运动 的性质
。

20 世纪 80 一

9 0 年代的信息革命引发的 网络文 化变迁
,

也具 有

革命的色彩
。

当然
,

信息革命引发 的文化革命没有

暴力
,

但有爆炸性 的信息化浪潮
,

是一种和平的文

化革命
。

( 7) 文化现代化研究应该避免线性思维
。

文化

现代化是多维复合的
,

不同文化领域的变迁有不同

特点
。

有些文化变迁是非线性的
,

如文化制度和文

化观念的转向
,

包括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
、

从现代

文化向后现代文化
、

从物质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向

等
。

有些文化变迁具有部分的线性特点
,

如科学技

术
、

文化知识
、

文化设施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等
。

文化

现代化是部分可逆的
,

在某些条件下文化现代化可

以发生局部逆转
。

所以
,

文化现代化建设需要避免

单向的机械思维
。

( 8) 文化现代化不能闭门造车
。

文化现代化不

是孤立的
,

而是一种国际文化互动
,

包括文化的国际

合作
、

国际交流
、

国际竞争和国际冲突
。

没有任何一

个国家的文化现代化
,

不从其他国家吸收文化要素 ;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现代化
,

会拒绝 国际文化

交流与文化合作
。

不同国家的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

响力存在差异
,

文化现代化的发达 国家具有较强 的

文化竞争力
。

( 9) 文化现代化没有现成模式可 以照搬
,

但成

功经验可以借鉴
。

文化现代化没有最佳模式
,

只有

理性选择和路径依赖性
。

文化现代化的实质是相 同

的
,

但形式是多样的
。

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是相同的
,

但路径是多样的
。

文化现代化的要求是相同的
,

但

模式是多样的
。

不同国家的语言
、

文学
、

艺术
、

哲学
、

宗教
、

法律
、

文化体系和文化传统是不 同的
,

文化政

策和文化选择具有很大差异
,

不能简单模仿
。

文化

现代化的先行国家创造 了历史经验
,

后进 国家可以

获得诸多国际借鉴
。

( 10 ) 文化现代化不能简单进行水平 比较
。

文

化现代化包括语言
、

文学
、

艺术
、

哲学和宗教等的变

化
,

这些变化很难进行发展水平的跨国比较和历史

比较
。

文化现代化的国际比较
,

只能在有限范围内

进行
,

如文化生活
、

文化设施和文化产业等
。

( 1 1 ) 文化现代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
。

文化现代化不是割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 系
,

不是全盘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
,

也 不是 全面发展传

统文化
,

而是
“

一分为三
” :

有积极作用或中性作用 的

传统文化可以继承和发展
,

有消极作用 的传统文化

可以否定和转向
,

作为文化遗产 的传统文化可 以合

理保护和有效利用
。

在文化现代化过程 中
,

传统文

化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

例如
,

古典科学
、

古典哲

学
、

古典艺术
、

古典文学
、

宗教
、

语言和世界文化遗产

等
,

迄今是各级学校的教科书的重要 内容
;
古典艺

术
、

古典文学
、

普通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等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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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的重要资源等
。

( 12) 文化现代化不是破坏文化遗产
,

而是合理

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
。

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
,

对文

化遗产的作用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
。

文化遗产的作

用主要有
:

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元素
、

文化创新的重

要源泉
、

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
、

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

分
、

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 成分等
。

文化

全球化不是削弱文化遗产的作用
,

而是突出文化遗

产的国际意义
。

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
,

是文化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而且是不可替

代的部分
。

( 13) 文化现代化包括五种变化
。

i( ) 文化中心

化
,

指少数强势文化的中心地位得到巩 固和加强的

现象
。

文化多样性同时存在
。

ii( ) 文化边缘化
,

指

部分文化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影响江河 日下的现象
。

ii( i) 文化遗产化
,

指部分文化失去社会功能
、

而被作

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的现象
。

( iv) 文化消失化
,

指

部分文化失去传承
、

记录或保护而消失的现象
。

( v)

文化商业化
,

指文化载体和文化要素被商业开发和

经营的现象
。

世界文化的 5 大变化
,

导致了世界文

化体系的结构变化
,

不 同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

力随之变化
。

( 14 ) 文化竞争力逐步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

一般而言
,

文化现代化包括文化分化和文化去分化

的两个阶段
。

文化分化是指文化从社会整体中分化

出来
,

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
,

就像政治领域和经

济领域一样
。

独立的文化领域
,

是一个自治的领域
,

主要表现是文化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等
。

文化去分化

是指文化与社会
、

文化与经济的高度融合
,

文化与社

会和经济的边界模糊化
,

具体表现是文化经济化
、

经

济文化化
、

文化社会化和社会文化化等
。

文化分化

使文化获得独立地位
。

文化去分化导致文化影响渗

透到全社会
,

文化竟争力成为国家的一 种 核心竞

争力
。

2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 重铸中华文

化的辉煌时代

世界上
,

没有一个伟大民族没有 自己的独特文

化
,

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没有吸纳外来 文化
。

中华民

族是世界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

善于学习和富于创造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

尊重历史和爱好和平是 中

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

18 世纪前 的中华民族
,

是农业

文化的一个创造者
。

18 一20 世纪的中华民族
,

是工

业文化的学习者
。

21 世纪的中华民族
,

不会成为传

统文化的固守者
,

不会成为外来文化的盲从者
,

而会

成为先进文化的开拓者
。

中华文化振兴之 日
,

就是

中国富强之时
。

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

重铸中华

文化的辉煌时代
,

是中国文化振兴和 民族复兴的战

略需要
。

2
.

1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文化现代化 的起步
,

大致比世 界文化现代

化晚了 100 多年
。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
,

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
,

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

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复

合互动过程
。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

与中国

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基本一致的
,

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
:

文化现代化起步 ( 1 8 4 0 / 6 0一 1 9 1 1 )
、

局部文化现

代化 ( 1 9 1 2一 1 9 4 9 ) 和全 面文化现代化 ( 1 94 9 年至

今 )
。

目前
,

中国还没有完成第一次文化现代化
,

但

已包含第二次文化现代化的许多要素
;
文化生活现

代化水平属于世界初等发达水平
,

文化竞争力属于

世界中等强国
。

中国文化现代化
,

既离不开 传统文 化
,

也 离不

开国际互动
。

( l) 中国文化历 史悠久
,

成就辉煌
。

例如
,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

奠定中华民族的

文化基石 ;唐宋时期的文化繁荣
,

奠定中华文化的

世界地位— 在农业时代
,

中国文化处于世界前沿

千余年
。

( 2) 中国文化的 国际交流 历代不 绝图
。

梁启超认为
,

中外文化交流有两次高潮
。

第一次高

潮是汉唐时期的宗教文化交流
,

包括佛教传人 中国

和佛教 的中国化等
;
第二次高潮是明朝万历年间以

来的中西文化交流
,

包括西方文化和 自然科学传入

中国等
。

( 3) 有些学者认为
,

中国文化现代化可 以

追溯到明 朝中后 期
。

在明朝中后期 ( 16 一 17 世

纪 )
,

市民文学兴起
,

早期启蒙思潮出现
,

中国长 江

中下游萌发资本主义 ; 这个时期的进步文化
,

可 以

与欧洲 的文艺复兴相 比拟 3j[
。

明朝中后 期出现 了

五本科技经典著作
:

李 时珍的《本草纲 目》 ( 1 5 7 8 )
、

朱载墉的 《乐 律全 书 》 ( 16 03 )
、

徐 光启 的《农政全

书 》 ( 1 6 3 9 )
、

徐 霞客的 《徐 霞 客游记 》和宋 应 星 的

《天工开物 》 ( 16 37 )
。

(4 ) 中国文化落伍大致始 于

17 世纪
。

随着 1 6 4 4 年以清代明
,

中国文明再现王

朝循环
,

文化创新几陷停顿
。

17 世纪 欧洲 发生科

学革命和启蒙运动
,

新科学和新思想 不断涌 现
,

率

先走 向工业文化 的新纪元
;
中国仍然停留在农业文

化
,

中西文 化进 步的差距 开始 出现
。

( 5) 18 世 纪

是世界文化现代化 的分水岭
,

中国文 化 日渐落伍
。

在 18 世 纪 的 1 0 0 年 里
,

西 方 先后 发 生启蒙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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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8 0一 1 8 2 0 )
、

英国工业革命 (约 17 6 3一 1 8 5 0 )
、

美

国独立革命 ( 1 7 7 5一 17 8 3 ) 和法 国大革命 ( 1 7 8 9一

1 7 9 9 )
,

文化现代化如火如茶 ; 中国清朝大兴
“

文字

狱
” ,

扑灭 文化创新的火种
,

固守封建专制文化
。

西方科学和工业文化如 日东升
,

日新月异 ;清朝封

建和农业文化夕阳西下
,

故步自封
。

( 6) 两次鸦片

战争惊醒中华文明
,

但中华文化的相对衰落仍在继

续
。

在 19 世纪 的 1 0 0 年里
,

中国文化现代化瞒珊

起步
、

左右摇摆
,

西方文化现 代化高歌猛 进
、

日行

千里
。

在工业文明时代的 20 0 多年里
,

中国文化落

后 于世界前沿太多
,

付出的代价太多
。

在过去 10 0 多年里
,

中国文化变迁主要是从农

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变
,

属于第一次文化现代化

的范畴
。

在 20 世纪末
,

中国大力推进信息化和生态

化
。

目前
,

中国文化已经包含第二次文化现代化的

内涵
,

属于两次文化现代化并存的局面
。

2 0 0 5 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国际地位大体是
:

在

1 3 1 个国家 中
,

中国文化生 活现 代化指数排第 57

位
,

人类发展指数排第 56 位
,

都属于初等发达 国家
;

文化竞争力指数排第 24 位
,

属于世界 中等强 国
;
文

化影响力指数排第 7 位
,

属于世界强国
。

2
.

2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

需要遵循 文化现

代化的基本原理
,

需要借鉴世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

经验
,

需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 国际环境
。

关于

2 1 世纪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战略分析
,

从事文化和

文化政策研究的学者已经有大量研究工作
,

已经有

不少研究成果
。

我们从科学和现代化角度
,

着重分

析中国文化现代化战略的定量 目标
、

基本路径和战

略措施
,

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图
。

文化现代化的路径图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战

略规划
,

是文化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

基本路径和战略

措施的一种系统集成
。

21 世 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

路径图包括
: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战略 目标
、

基本任

务
、

基本路径
、

监测指标体系
、

文化生活监测
、

文化竞

争力监测和战略措施等 7 个部分
。

( 1) 战略目标
。

在 2 0 5 0 年前
,

基本实现文化现

代化
,

文化生活现代化水平达到当年世界中等发达

水平
,

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进人世界前 40 名
,

文化

竞争力晋级世界强 国行列
。

在 2 10 0 年前
,

全面完成

文化现代化
,

文化生活现代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文

化生活现代化指数进人世界前 20 名
,

文化竞争力位

居世界前列
。

中国文化现代化战略的定量 目标
,

包括文化生

活现代化指数
、

文化竞争力指数
、

文化影响力指数
、

24 个文化评价指标和 30 个文化监测指标的量化目

标
。

具体目标包括分阶段 目标 ( 2 0 1 0
、

2 0 2 0 和 2 0 5 0

年目标 )和 2 1 0 0 年总体 目标
。

( 2) 基本任务
。

中国文化生活现代化水平要上

两个台阶
,

从初等发达水平升级为中等发达水平
,

然

后升级为世界先进水平
。

中国文化竞争力要上两个

台阶
,

从世界中等强国晋级世界强国
,

然后进入世界

前列
。

中国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的世界排名提高

4 0 位左右
,

21 世纪前 50 年提高 20 位左右
,

后 50 年

再提高 20 位
。

(3 ) 基本路径
。

采用综合文化现代化路径
,

协

调推进两次文化现代化
,

加速向知识文化转型
,

迎头

达到文化现代化的世界前沿地位
。

综合文化现代化路径的基本思路是
:

在 21 世纪

前 50 年
,

采用综合文化现代化原理 和运 河路径
,

协

调推进两次文化现代化
,

协调推进工业文化
、

网络文

化
、

生态文化
、

创新文化
、

和谐文化
、

文化产业和文化

遗产保护
,

加速发展知识文化
,

提高文化创造力和竞

争力
,

达到文化生活现代化的世界中等发达水平
,

基

本实现文化现代化 ;在 21 世纪后 50 年
,

全力推进第

二次文化现代化
,

迎头赶上文化生活现代化的世界

先进水平
,

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
,

全面实现文化现代化
。

( 4) 监测指标体系
。

监测指标包括文化生活现

代化和文化竞争力监测的两大类指标
,

每大类指标

包括 6 小类指标
,

每小类指标包括 5 个具体指标
。

监测指标体系包括 3 层次
、

2 大类
、

6 小类和 30 个具

体指标
。

( 5) 文化生活监测
。

文化生活现代化的进程监

测
,

重点监测 3 个方面的进展
:

文化生产
、

文化消费

和文化设施
,

共计 15 个监测指标
。

文化生产为文化

生活提供了内容
,

文化设施为文化生活提供了工具
,

文化消费直接反映文化生活的水平
。

( 6) 文化竞争力监测
。

重点监测文化竞争力的

3 个方面
:

文化资源
、

文化产业 和文化贸易
,

共计 15

个监测指标
。

文化资源是文化竞争力的基础
,

文化

产业是文化竞争的行为主体
,

文化贸易反映 了文化

市场竞争力
。

( 7) 战略措施
。

从
“

以人为本
” 和现代化角度考

虑
,

在未来 50 年
,

中国文化现代化可 以以文化生活
、

文化内容
、

文化制度和文化观念的现代化为重点
,

以

文化生活现代化为重中之重
,

同时促进文化 内容现

代化和提高文化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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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生活现代化方面
,

重点推进文化观念
、

文

化供给和文化消费现代化
。

文化供给现代化的措施

包括
:

推动文化生产现代化
,

奠定文化供给的基础 ;

推动文化传播现代化
,

扩展文化供给的途径 ;推动文

化服务现代化
,

扩大文化服务的可选择性和可参与

性
;
推动文化政策现代化

,

提高文化供给满意度
。

文

化消费现代化的措施包括
:

推动文化需求现代化
,

建

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 ;推动文化消费模式现代化
,

提升文化生活的品质 ;推动职业文化现代化
,

塑造知

识时代的职业信誉 ;推动行为文化现代化
,

塑造知识

时代的礼仪之邦
。

在文化内容现代化方面
,

我们讨论 了 3 个战略

和 10 个措施
,

涉及传统文化
、

文化创造和文化交流

三个方面
。

文化传承战略包括 4 个措施
:

传统文化

鉴别工程
、

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

民族文化传承工程和

民族文化塑造工程
。

文化创新战略包括 3 个措施
:

实施国家
“

文化创新工程
” 、

建设文化创新体系
、

推动

6 个文化创新行动计划
。

文化互惠战略包括 3 个措

施
:

世界文化鉴别工程
、

世界文化采集工程和世界文

化转化工程
。

在文化竞争力方面
,

我们讨论了 3 个战略和 9

个措施
。

文化人才强国战略包括 3 个措施
:

文化人

才培养
、

公民文化素质和文化生态建设工程
。

文化

产业强 国战略包括 3 个措施
:

文化产业现代化
、

文化

产业市场化和文化产业国际化
。

文化贸易强国战略

包括 3 个措施
:

文化贸易战略
、

文化出口战略和进 口

战略
。

2
.

3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根据文化现代化的基本原理
,

借鉴世界文化现

代化的历史经验
,

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

21 世纪 中

国文化现代化可以选择综合文化现代化路径
,

可 以

实施文化现代化路径图战略
,

可 以迎头赶上文化生

活的世界先进水平
。

中国文化现代化路径 图采用
“
一主两翼

”

的战略布局
,

以文化生活现代化为主体
,

以文化内容现代化和提高文化竞争力为两翼
,

包括

27 个战略措施 和 15 。 多条政策建议
。

从操作角度

看
,

这些建议可以归纳为 3 个方面
:

公民文化素质
、

中华文化振兴和中华文化保护
。

( 1) 实施
“

全 民文化素质议程
” ,

提 升文化 生活

品质
。

内容包括
:

继续推进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 》
,

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 ;研究实施
“

全民人文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 ,

提高公民人文文化素质
;
实施

“
职业文化塑造工程

” ,

提升职业文化素质
,

建设知识

时代的职业信誉 ;实施
“

礼仪之邦塑造工程
” ,

提升行

为文化修养
,

建设知识时代的行为文明
;
建立

“

免费

开放的消夏文化节制度
” ,

丰富城市文化生 活
,

提升

文化竞争力 ;建立
“

城市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制度
” ,

丰

富大众文化生活
,

提高城市吸引力 ;建立
“

文化服务

政府采购制度
” ,

免费供给农村地区
,

提高文化生活

均衡性 ;建立多元文化投资机制
,

提高政府文化支出

比例
,

达到 1%一 3%等
。

( 2) 实施
“

中华文化振兴战略
” ,

提升文化竞争

力
。

内容包括
:

实施 文化传承战略
,

出版 《中华文

化遗产百科全 书 》
,

建设 文化资源强 国
;
实施 文化

创新战略
,

启动国家
“

文化创新工程
” ,

建设文化创

新体系和文化创新强 国 ;实施文化互 惠战略
,

海纳

世界文化精华
,

酿造中华文化精品
,

建设文化魅力

国家 ;实施文化人才强 国战略
,

提高文化创造力
,

建设文化人才强 国 ; 实施 文化产业强 国战略
,

提高

文化产业竞争力
,

建设文化产业强 国
;
实施文化贸

易强国战略
,

提高文化贸易竞争力
,

建设文化贸易

强 国等
。

( 3) 实施
“

中华文明精萃工程
”
(精品荟萃 )

,

提

升文化影响力
。

内容包括
:

实施长江文化保护带工

程
,

保护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历史缩影 4[J ( 图 1 ) ;实

施黄河文化保护带工程
,

保护中华古代文 明进程 的

一个历史缩影 ;实施中华文明主题公园工程
,

建立 8

朝文明主题公园 (周
、

秦
、

汉
、

唐
、

宋
、

元
、

明
、

清 ) ;实施

中华文明数字化工程
,

建立中华文明三维数字化再

现和网络主题公园等
。

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不可能一毗而就
。

从科学和现代化角度看
,

文化 现

代化路径 图可 以作为一种战略选择
。

如果按照文化

现代化路径图的战略设想
,

中国有可能赶 上发达 国

家水平
,

全面实现文化生活现代化
。

在 18 世纪 以

前
,

中华文化无疑是当时的一种世界先进文化
。

在

19 一 20 世纪
,

中华文 化成为世 界工业 文化的落伍

者
。

21 世纪将是中华文化全面振兴 的世纪
,

将是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世纪
。

让 中华文化 闪亮世 界
,

让

中国创新造福全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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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 0 0年长江流域的文明水平和人类文明进程的
“
长江模型

”

注
: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第一次现代化
,

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是第二次现代化
。

张岱年
,

方克立
.

中国文化概论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

20 0 4
.

何传启
.

东方复兴— 现代化的三条道路
.

北京
:

商务印书

馆
,

2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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