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的三大要素，三者共在

且相互影响。随着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政治与经

济的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

浪潮中，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冲突日渐频繁与剧

烈。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信息产业阶段必

然面对的情况，也是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呈

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脊梁，在此时代

背景下，如何保护且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民族文

化认同问题不容忽视。

一、认同概念相关研究速描
要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首

先我们需要梳理“认同”及“文化认同”这两个概

念。人类对于认同问题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古希腊

哲学对于人自我认识的研究中。苏格拉底和柏拉

图提出了“认识你自己”这一命题，使之成为了认同

问题研究的萌芽。在之后认同研究的发展中，不同

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认同理论进行了阐释和完

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第一，生物性视

域。西格蒙格·弗洛伊德将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心理

防御机制，用以解释人类通过效仿榜样以获得心理

归属感的行为。具体来讲，弗洛伊德的思想包含了

认同是一种普遍的被激发思维形式；认同与模仿有

关；认同与理想自我有关；认同与人格形成有关；认

同与群体关系有关[1]。查尔斯·库利在其著作《人类

本性与社会秩序》中提出了“镜中我”的概念。他认

为：人类的意识产生于社会情境中，人对于自我的

认同取决于站在他人视角评价自己的方式和角

度。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结构与人格》中提到

人类的认同源于其生物根源，尽管随着外部社会环

境的变化会有所变化和发展，但最终的根源取决于

人在婴儿时期的所建立的认同机制。第二，互动性

视域。乔治·米德在《心灵、自我和社会》中从互动

的角度出发,发展了查尔斯·库利的“镜中我”概念。

米德认为：人的自我概念是由个体化的“主我（I）”和

社会化的“客我（me）”构成的，符号互动是社会化自

我构建与认同形成的重要动力。尤尔根·哈贝马斯

在其著作中梳理了人的认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人的认同形成动力源于其社会状态。第

三，历时性视域。G.W.奥尔波特在《人格心理学基

本研究》中提出了人的自我发展理论。他认为人的

自我概念是随着人的经历的增加而发展并完善的，

经历了生理自我到社会自我，再到心理自我的过

程。埃里克·埃里克森在《同一性与生命周期：一种

新观点》一书中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理论。他认

为，认同是人随着生理变化而逐步变化发展的过

程，是一种人在不同生理阶段由内部和外部共同作

用下产生的反应。同时，埃里克森也分析了认同、

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认为三者处于链

条关系，一旦其中一环崩溃都会严重影响到其他二

者的存在。安东尼·吉登斯认为: 认同是社会发展

的历时性产物，其产生动力和状态源于社会所处的

发展阶段。第四，群际性视域。H·泰菲尔在分析人

类社会群际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社会认同的观

点。他认为：社会认同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

分，它来自于个人对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的认

识，这种群体成员的资格对他有某种情感的和价值

的重要意义。在对人类分类认知研究的基础之上，

泰菲尔提出了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概念，这也成为近

代研究社会认同的重要理论。约翰·特纳在泰菲尔

的社会认同理论基础上，延伸发展出了自我分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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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社会认同进行阐释。他在其代表作《自我归类

论》中提到：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会受到所处群体

的影响，其产生的社会认同会使其认知、认同和行

为偏向于所处群体的价值取向。特纳的理论是在

基于社会认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群际性的视角对

人的自我认同进行了阐释。总的来讲，无论对于认

同的研究切入点、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围

有何种不同，学界对于认同问题研究的核心在于人

与自然、社会和自我在实践基础上的共识建构问

题。

二、民族文化认同的概念界定
民族文化认同属于人的社会认同部分，不同的

学者对于其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观点。詹小美

等学者认为：“民族文化认同主要是指民族成员对

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归属意识。”[2]在此概念中，认同

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民族文化与该民族成员之间的

矛盾运动，是一种主体内部矛盾运动的过程。王沛

等学者认为：“民族文化认同隶属文化主体的价值

系统，通过态度心理结构得以展现。它是指人们基

于不同文化的接触和实践，以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各

种文化事项作出的认知判断、情感依附、行为选择

和调整倾向。”[3]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取决于主体本

身的价值诉求，从而转化为了主体观念的反映和行

为的指向。田夏彪学者借用族群认同理论对民族

文化认同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民族文化认同“其宗

旨在于与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保持自我文化的

独特性，既不是拒绝排斥但也不是趋同其他文化

……常处于‘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对抗和张力之

中。”[4]葛尔茨认为：“（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人出生

在某个宗教社区、语言社群以及其生长所在地的社

会习俗，这些与生俱在的共同文化构成其认同的基

础。”[5]

实际上，所有的认同问题都存在着一种人的价

值需求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的构建、

存在和演化都与人个体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密切相

关。因此，本文认为，民族文化认同是主体自身的

价值观念与所处民族的文化内涵平衡的过程，包括

了主体与民族文化的心理契合与行为指向。

第一，民族文化认同是个体与群体价值观平衡

的过程。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了

正向与负向的演化。推动这个过程产生变化的根

本动力在于人与所处社会群体的交流。在民族文

化认同的过程中，表现为主体对社会中的各种可以

代表其民族文化内涵的因素的认可与归属，其中包

括了文化符号、文化身份、文化心理等等。价值观

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当人的价值需求能够在所处民

族文化内涵中找到符合其价值倾向的部分时，这种

需求因此得到了消费，人继而依附、从属于该民族

文化。同时，民族文化在个体心理与社会层面的不

断渗透和扩散，也会对人的价值倾向产生影响，潜

移默化中改变人的认识与实践方式。

第二，民族文化认同是一种主体与民族文化的

心理契合。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其自我与社会

是不可分割的。安东尼·吉登斯曾这样对社会认同

与自我认同进行解读：“社会认同指的是别人赋予

某个人的属性，基本上可被看做是表明一个人是谁

的标志。同时，社会认同也将该人与具有相同属性

的其他人联系起来。”“如果说社会认同标示出个人

是如何与其他人‘相同’的，那么自我认同则把我们

区分为不同的个体。”[6]作为社会认同的一个子集，

民族文化认同既包含了人通过自身的文化价值判

断，对于自我的价值审视和价值定位，也包含了人

将自我投射于社会之中，将自身与社会的价值观念

结合起来的过程。二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辅相

成，不可分割，是同一矛盾中的两个不同的矛盾方

面。因此，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契合即是属于人的

自我文化认同范畴，同时也属于社会文化认同范

畴。

第三，民族文化认同呈现出明显的主体行为指

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哲

学家们只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实践是联系主体和客体，思维与存在的桥梁
[7]。在人在心理层面建立起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可

与归属，必然会以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行为方式外

化表现。这种行为表现为在社会各领域生活中，会

自发地维护所处民族或是群体的利益，并将伤害民

族利益的行为视作是对自我的挑战。在外化的实

践行为引导下，民族文化内涵以实践的方式再一次

对主体的认识结构产生影响，主体的民族文化认同

进一步深化。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即是在不断进行

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中建立及巩固。

三、民族文化所面临的认同挑战
在信息技术面前，咫尺天涯成为了现实。经济

在全球化的范围内不断整合，政治在全球化的框架

下构建讨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已经被它进入

全球体系的整合进行了结构性改造的世界。”[8]客观

地讲，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化是不可避免

的结果。人类社会各个层面的全球化程度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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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水平是呈正相关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

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众多挑战，浮现诸多认同

危机，只有辩证地看待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挑战与

机遇，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跟上世界发展

的潮流，正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发

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民族感情的

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

情绪。”[9]

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生产力不均衡，导致了在全

球化过程中多元文化的冲突。一个民族优越的生

产力将会赋予其文化更多的吸引力，“只有硬的经

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才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更

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

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

引力”[10]。这种冲突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生产力发

达的民族或国家，通过经济手段将自身文化与产业

化生产相结合，生产出“文化商品”并向他民族或他

国进行“文化倾销”。这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

产业化生产将更廉价、且更具竞争力的商品倾销到

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力的封建国家属于同一输出方

式，区别仅仅在于产品是文化还是物质商品。经济

发达的国家将自身文化放置于产业化生产的链条

之上，在数量上文化产品得以大规模地被生产制

造；在质量上利用先进的技术包装文化产品，使其

更易被其他民族所接纳认同。如同产业化的机器

工业摧毁了家庭化小作坊手工业，外来的文化产品

对于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有着致命的

威胁。

国家的政治权力与民族文化，在构建及领导社

会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同时也相互影响，不可分

割。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对于文化领

导力的相关研究，国家的领导力分为由政治权力所

主导的“硬力量”和文化所主导的“软力量”。政治

权力将民众强制性地放置于与国家当前生产力所

匹配的生产关系之中，并以此为依据构建民众所需

要遵守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则通过“精神和道德

领导”[11]的方式，使市民接受、同意及遵守文化所带

来的社会约束。而这种“文化领导”的方式，正是在

全球化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凝聚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领导力的逐渐

加强是一种世界发展的趋势，也是人类社会逐渐走

向更高层次文明的必然过程，其重要性越来越强。

在此过程中，当外来的民族文化通过文化产业的方

式，潜移默化地突破了由国家政治手段构建的防

御，进而影响到该民族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时，

由民族所组成的国家领导力将会产生动摇。可以

说，民族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一脉相承的。

四、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思考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主要是需要在主观层

面建立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在客观层面发展文化

产业，主客观相结合，自我与社会良性互动，才能真

正构建牢固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第一，强化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建立。民

族成员的文化身份，是主体将自我放置在民族文化

中的一种定位。文化身份根据民族成员所处的社

会环境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并不存在凝固不变的文

化身份，稳定程度也强弱不一。民族成员对于自身

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定，是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的基

础，也是维持认同稳固性的先决条件。不同年龄阶

段的人群，文化身份的状态也不尽相同。对于儿童

和青少年来讲，他们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期，对于自

我身份的定位通常处于模糊状态；从动画、电影、书

籍等等接触西方民族文化较多，因此文化身份的定

位常处于摇摆状态。我国有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诸如《三字经》《弟子规》等，都是我国传统树立民族

文化身份的经典教材。在我国中小学的教育过程

中，用符合时代特色的教育方式来搭载更多传统文

化经典的教育内容，能够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文化

身份。对于成年人来讲，其文化身份在心理层面趋于

稳定，社会生活的参与度较高。将中华民族文化融入

到成年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增加其接触传统文化的

频率，并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主流社会价值观结

合，对成年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总的来讲，文化

身份的建立是在日常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完成的，有针

对性地加强我国公民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是最有效

构建中华民族成员文化身份的途径。

第二，加大中华民族文化产业的建设与投入。

在多元文化充斥的现代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民族文化产品，既可以拓宽民

族文化的传播范围，保护本民族文化，又能够使民

族文化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符合时代的需要。建

设中华民族文化产业，主要是要建立文化产业基

地，优化文化传播方式，以及创新文化产品内容。

在建立文化产业基地方面，政府需要加大资金投入

与政策支持，同时在高等教育领域培养更多的优秀

文化产业人才。在优化文化传播方式方面，需要在

保留传统文化传播平台，如电视、广播、报纸、书籍

等基础上，拓展新媒体传播平台。将传统文化植入

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动漫游戏等日常频繁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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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中，使人得以在现实社会实践与虚拟社会实践

中都能够触及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使民族文化真

正的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从而构建起人对

于文化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良性循

环。在创新文化产品内容方面，需要发掘、总结和

提炼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与当代中华民族

所追求的文化匹配融合，从而发展出具备了现代性

的民族文化内容。

综上所述，民族文化认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

会心理现象，同样也会通过带有文化倾向性的实践

行为与社会各个层面交互并产生影响。构建民族

文化认同，不仅能够保护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安全，

增强民族凝聚力，同样也能使国家和民族与时俱

进，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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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and Realistic Thinking of National Cultur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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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identity covers various fields, such as Philosophy, Sociology, Psychology, etc. It is

the research about consensus building on man and culture, man and man, man and self. National culture identityis

the process of balancing between man and national culture connotation, it includes psychological fitness and

behavior orientation, and it faces many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Combin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on the interacting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s the way to build strong national cultur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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