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带一路”倡仪与文化自觉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

月和10月提出的战略构想。它旨在借用古代丝绸

之路的这个历史符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发展

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它既秉承了“团

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古丝绸

之路精神，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

代潮流，既是发展经济的措施，又是中华“大爱”文

化的具体体现。这一倡仪是数百年来中国首次主

动站在世界舞台提出并立即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

积极响应的发展战略，它改变了以往西方主导世界

的局面，更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的地位。它不仅为中

国解决经济发展困境提出了思路，也为世界走出经

济发展困境提供了智慧，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结果，为此我们必须自信，如

剑桥大学马丁·雅克教授语：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

塑造者和创造者。我们在进行并带领沿线国家和

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进行文化建设，通过我

们自身文化的自觉，发挥中华文化“谦虚”的特点，

通过与他国文化的交流，取长补短，修正我们现有

文化中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子，通过文化的自觉和

完善，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形成互助互爱，诚信大

气的局面；通过文化自觉增强国家的文化实力，给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影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8.03.006

论“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文化自觉的必要性
崔朝晖，张 波

（攀枝花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要：文化自觉就是对自身文化的慎审，使其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在“一带一路”倡仪中，我们在引领沿线国家发展经济

的同时，更要慎审自身的文化软实力，确定我们在今天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站位，通过借鉴历史上文化自觉的史料证明文化

自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今天我们建设文化强国，引领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更应该进行文化的自觉，祛除传统文化遗

留下来的不良文化现象，通过文化交流，取长补短，不断完善我们的文化，以得世界人心的强大文化魅力赢得世界的拥护。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觉；必要性；自我完善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8）03-0028-04

On the Necessity of Chine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View of Globalization

CUI Zhao-hui, ZHANG Bo
(Panzhihua University,Panzhihua,Sichuan 617000,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is the careful examination of all aspects of the culture to strengthen its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while lead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e should be more careful about our own cultural soft power, which needs us to

determine our position in the multiple world culture structure, to use the historical data of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for reference to demonstrate that culture consciousness is the inevitabi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hav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for the building of powerful culture country and guiding the

world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compels us to dispel some traditional bad

cultural phenomena, through culture exchange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other country's

strong points to offset our weakness, then we can constantly improve our culture, and win the support of the world

with the popular strong cultural charm.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necessity;self-improvement

收稿日期：2018-06-27
基金项目：攀枝花学院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传播中国文化的策略研究（SKL2015A23）。
作者简介：崔朝晖（1969— ），女，四川西充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30卷第3期

2018年9月

Vol.30，No.3

Sep.2018



第3期

响和效果，从而赢得世界的普遍认同。这才是实现

建设经济大国和文化强国的根本策略以及实现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途径。所以通过文化自觉加

强文化软实力在“一带一路”倡仪中的建设在当下

显得尤为必要。

“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

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

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文化自觉不带有任何文化

回归的意思，它不是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或全盘

它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

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

权地位。”①这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

办的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概念及给

予的解释。自此以来，不少学者对文化自觉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如对文化自觉本质的思考，文

化自觉与自信的关系等，大多从理论的视角进行了

文化自觉内涵的研究。

“自觉”一词在引导他人修正自己的不足时常

用到。它的哲学含义为内在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

自我解放意识，是不断提升、完善的过程。老子曾

说：“自知者，明也”，即能够自我反省迁善，先知先

觉，才称得上大明白。老子的“自知”指的是自觉意

识，“明”“明白”即道破玄机，指大智慧的萌芽。小

时候我们有不正确的行为或思想，但又蛮横不讲理

自以为是时，父母或者老师会比较含蓄地批评我们

说“请你自觉……”，言下之意就是要我们理性思考

自己的思想、行为，修正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要有自知之明的觉悟。有了自知之明，自觉修正自

己，个人的素养也就得到提升。个人是这样，一个

民族、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文化自觉”最初被

费老提出并非来自中西文化的比较，也并非因为比

较而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他在20世纪八九

十年代在内蒙古鄂伦春以及黑龙江考察时，发现这

里的少数民族群体，因世代相传已习惯于林区文化

和渔猎生活，但由于不适应自然环境、外部世界的

变化，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所以，他们必须进行文

化自觉，改变原有的构成这一民族文化的生活习

惯、生产方式等，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融入世界文

化的大环境。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为实

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文化的自信，更需要文化的

自觉。文化自觉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也不是对

现有文化的怀疑，而是在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将现有的

文化放在“古、今、中、外”的“时空轴”上，以百姓个

人的幸福感为轴心、圆点，以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

现实性去加以评判。文化自觉的过程就是在文化

交流中发生碰撞，通过碰撞再比较从而反思、认同、

理清自身文化，再通过对话与交流、认同与选择，去

除传统文化中不足的、不适应时代发展、不利于人

民福祉的部分，发掘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吸收

外来文化中符合人性、有利于人类幸福的元素，明

确文化发展的走向，完成文化的修正。作为历史悠

久的文明古国，我们必须坚守文化自信才能实现我

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憧憬和梦想。但同时我

们也必须进行文化的自觉，因为自觉是自信的基

础，通过文化自觉，吸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既是构

建文化强国的基础，也是引领世人实现天下一家亲

理想境界的必然要求。

二、文化自觉是中华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
局中提高站位的需要

在今天这个看似没有炮火的和平年代，以美国

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以强大的经济实

力，肆无忌惮地向他国灌入政治主张、价值观念，或

者假惺惺地充当慈善者去所谓的“帮助、扶持”资源

丰富、世界地理位置关键的“小国家”，充当世界警

察，其目的显而易见：从意识形态来垄断，通过文化

入侵，从而达到其霸权、强权政治的目的。今天，霸

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经济强制成为世界文化秩序的

主色调，无数矛盾和争端也相继出现。另一种情况

是以维护民族文化为旗号的保守主义，可能是因为

极度的不自信，抑或是太妄自尊大而孤芳自赏，拒

绝接受外来文化，哪怕是有益于国家发展、国民幸

福的文化，它都认为外来文化会对其传统文化产生

冲击而影响它的政治和稳定，因此视外来文化为豺

狼虎豹，拒绝与外来文化沟通交流，对自己的文化

没有清醒的认识，不懂得文化也“各美其美”，而坐

在井底孤芳自赏。这种文化的不自觉产生了系列

灾难性事件，如911恐怖事件、阿富汗战争、利比亚

战争、巴以冲突等，其直接受害者为普通百姓。现

代化也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相当

紧张。现代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创造出了空前

的进步和财富，相应的弊端也暴露无遗，“经济增长

万能”“个人绝对自由”“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

带来了系列影响人之关系和幸福指数等问题。经

济增长万能的结果是物欲充斥了人的灵魂，纵容了

各种欲望，物质财富的获取成了人的奋斗目标，财

富的多少成了成功的尺度，“个人绝对自由”就是个

人主义，其实质就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没有大

崔朝晖，等：论“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文化自觉的必要性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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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意识，胸无他人，只有自己，只考虑个人得失、舒

适享受，甚至把对他者的征服和生存权利的夺取作

为一种享乐，一言一行完全无所顾忌。“个人绝对自

由”还表现为自我内心的封锁，其结果是道德的迟

钝，人心冷漠，心智迟钝，孤立无援，对根本的、全局

性问题一无所知。②盲目的“人类中心主义”确实使

民族、国家的利益得到极大提升，人类物质生活有

了极大改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因为我们从

自然中获得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赖以生存的

地球几乎到达难以挽回的危机边缘，地震、海啸、雪

灾频繁发生。“科学主义”确实为人类带来了巨大进

步和方便，出行时距离不再是问题，但核战争造成

的毁灭性灾难也是科学主义带来的“丰功伟绩”，核

武器的后果众人皆知。面对这严峻的国际局面和

忽略人类幸福安康的文化，我们是为了一时的国家

利益与之为伍呢，还是坚守可持续发展的“全人类

福祉”的理念？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发扬了传统文化中

的“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髓，自觉地站

在了全人类和谐、共同发展的高度提出了重建世

界文化的方案。在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全球性

问题日益突显，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带一路”倡仪，主要是让部

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连成一个整体，参与全球化

进程，融入世界，与其他国家广泛开展合作实现可

持续发展。早在2011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

书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到“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

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③。十八大以来，

习总书记在许多外交场合都推行合作共赢、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对和平和美好生活的向

往是人类共同理想”的主张。2014年1月，习总书

记在《世界邮报》创刊号上撰文回应每个国家应该

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5年9月访美

时再次提到世界上不应该有“修昔底德陷阱”，这

个概念是个别大国为了某些目的而给自己设定的

假设。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达：“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使命运

共同体不再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们不仅要在

经济建设上与一带一路国家达成互利共赢的目

标，也要在文化上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自觉推动文化向着理想方向创新、发展和转化，通

过推陈出新，让文化适合时代的发展，通过文化的

自觉和建设而强化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其吸

引力。

三、文化自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之所以从未中断，

一是文化内涵、本质尊重了人性，遵循了人类发展

的自然规律：仁爱、友善，天人合一。所以受到历代

人民的遵从；二是中华文化本身就重视谦虚，勤于

学习，精于思考，善于取长补短，实时调整生产、生

活中不利于国家发展、不能增长人民福祉的措施和

规则。中华文化自产生以来，族人就没有停止过文

化的自觉，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不断自

觉、完善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的政治家、人

文学者、社会学家等，从国家的发展、国民的幸福、

人类的前景思考文化的时代适应性问题。

中国现存传统文化体系来源于先秦时期的百

家争鸣。先秦末年周王室衰退，政治经济处于腐败

衰退状态，一大批原来社会地位低下的“士”阶层活

跃起来开办私学，希望通过教育教化人民，挽救国

家，于是教育从“学在官府”发展到“学在民间”，平

民百姓也可以接受教育。这些教育者们对当时国

家的治国理政、民间的伦理道德都作了深入的思考

和探索，形成了各自的思想理念，其中影响较大的

流派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故被称为“诸子百

家”。这些学派相互诘难、批驳，形成了“百家争鸣”

的局面。但他们各派也相互吸收、融合，进而形成

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传

统文化就来自先秦末年文化自觉过程中形成的文

化经典。这算是中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

动，或者说是最早的文化自觉运动。之后的汉武帝

的罢黜百家，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以及全

球称颂的唐诗宋词都可谓文化自觉的典范。

作为一个谦虚、自强的民族，国人一直在进行

文化自觉，尤其是近代在遭到西方列强的重创后，

大批文人志士开始了国家文化的反思。明朝晚期，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数学、天文、哲学等西方文化吸

引了徐光启等学者，使得农历算法与时节合拍而没

有耽误农业耕作，没有产生饥荒。清朝末年，由于

闭关自守与妄自尊大使得中华民族受到西方列强

的重锤。大批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从文化层

面思考其原因。真正意义的文化自觉始于甲午战

争，代表物为梁启超等人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发出的

“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

太炎等知识分子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理性思考了中

西方文化，提出了戊戌变法，对以纲常名教为核心

的儒家旧文化进行了猛烈攻击，提出了学习西方的

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以西方进化论的观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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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世间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提倡民主平等等文化

理念。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更是刺激了大批有识之

士，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挽救自己的国家，唯一的出

路是学习西方的科学、先进技术与文化，于是大批

年青人行动起来，肩负救国的重任，远赴海外学

习。新文化运动更是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特写。

具有代表性的、敢于尝试创新的陈独秀、李大钊、胡

适等人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严肃指出评价文化的标

准，不应看其国别、时间，而应视其性质是否有幸于

民、有利于国。他们断言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以

民主取代专制，以科学取代愚昧与迷信。他们提倡

以西方近代文化作为参照系反省和批判中国文化

传统。这尽管有失偏颇，但却大大刺激了国民，解

放了国民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国人的现代化。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阐述了中国文化

的性质、特点、作用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

方向。正是这些文化启蒙运动启迪了国人故步自

封的思想，开启了构建诚实的、进步的、自由的、平

等的、和平的、创造的新时代社会。新中国的历届

领导人正式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每个时期的

具体国情结合，构建了科学的文化建设路径，才有

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局面。

四、文化自觉是构建文化强国的现实需要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中

心和焦点，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交锋的舞台。科技

高度发达，经济飞速发展，高品质的生活追求使得

人们对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文化的自

觉，并通过自觉不断完善以满足大众的要求。

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为核心的中华文

化给予了做人的准则，也因此得到世人认可而没有

被中断。但物质化的今天，很多人被物质诱惑而疏

离了做人的本原，为了自己的目的，无视诚信的存

在，在施“仁”时也带目的。我们文化的“‘仁’本是

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文化，首先是孝敬父母、

尊敬兄长，然后把它扩充出去，推己及人，进而使

天、地、人、物、我之间情感相通，痛痒相关，成为一

种普遍的同情心与正义感。”④但现实中的“仁”似乎

已变质，当他在实施仁爱时，是否有施舍之意？是

否有得到回报之想？是否有“做好事是为子孙后人

积德”之嫌？其实，现实中很多施“仁”者不妨有私

心，他的爱的中心还是为了“我”，为了有形或无形

的“自我好处”才有的意识或行为。再看这几年反

复出现的危害儿童健康成长的事件，从“三鹿奶粉”

到“长生疫苗”事件，真让人困惑，这种没有人性的

行为为什么还反复出现？它之所以存在，就有它的

舞台和市场，难道与我们的文化没有关系？这些为

者的仁爱之心去了哪里？对以上现象如果不加以

改造、制止，人之爱心渐渐缺失，那么人与动物还有

什么区别？如果不加以修正，何来文化的魅力，何

来文化强国的构建？

中文词汇中的“参见”“拜见”“接见”以及“某某

领导的讲话”和“某某专家学者的发言”中“讲话与

发言”无论从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听者习以为常的

理解都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在交

往中，不重契约，只重默契，规章制度限制不了人情

下的“潜规则”；经济活动中只重财而不重规范，对

自然知识只重效果不问规律，只重技术不顾原理；

再看在日常交往中本可以轻松地直接表达的信息，

受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凡事只说三分，真正的含

义或者说话人的目的需要听者去琢磨，揣测。因为

在传统的儒家、道家文化中，孔子主张要“听其言，

观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庄子说：“道不

可言，言而非也”，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

行路绝”。这种含蓄的交流结果是可以断章取义，

然后取无对证，无形的助长了不规范，同时也增加

了人们的压力，让本来就繁忙、压力大的人去咬文

嚼字，含蓄表达自己的意思，也让听者费尽心思去

揣摩、分析说话者的真正意图。这种人情、面子文

化的结果是人的责任担当意识渐行渐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也就注重文化的自

觉，不断通过学习完善自我。“文化的核心要义在于

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批评、扬长避短并在不断向

他方学习的过程中完善自己，更新“血液”，使其更

有创造力和活力。”⑤中华民族一直有着海纳百川的

胸怀对待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不同的声音。党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措施与原则：坚持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十九

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已在向强起来的方向转换，人

民的需求已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文化建设是

实现这一需求的核心，报告也指出了文化建设的路

径，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思

想、道德规范，同时也要创新，创新的过程就是文化

自觉的过程。今天正确认识我国的现实，把握我国

的现实需要与目标，改造吸收一切适合我国今天需

要的、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强大的文化，就是真正意

义上的文化自觉与发展。

（下转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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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给了一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为此，可以通过

对监督力量进行合理的整合和分配等方式，落实监

督责任，做到每个层级都能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做到有效监督。通过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达到权

力监督制约的作用，最终遏制扶贫领域的各种腐

败。第三，加强法治宣传。通过法治宣传，一方面

可以使精准扶贫工作的参与者树立法治思维和法

治观念，用法治方式按规矩办事，这有利于有关工

作人员减少工作中的私心和主观性，从而促进精准

扶贫工作的有序实施；另一方面可以使广大贫困群

众明确在这过程中自身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从而

能够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精准扶贫的监

督过程中来，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同时也能让

他们明确自身有积极脱贫的义务。第四，加大对扶

贫领域腐败问题的惩处。扶贫领域出现腐败问题，

除了监督机制不够完善之外，与惩处力度不够也有

很大关系。腐败问题会对脱贫攻坚工作产生消极

的影响，当前我们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要

实现在2020年全部脱贫的目标，必须要加大对扶贫

领域腐败问题的惩处，并把它作为反腐工作的重要

内容。对于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发现一起严查一

起，做到高标准、严要求、零容忍 ，通过加大惩处力

度来对贪腐份子形成威慑，让他们不敢腐、不能腐。

四、结语

精准扶贫关系到众多贫困群众的根本利益，是

一项艰苦卓绝的民生工程。当前，我国的脱贫攻坚

任务已进入到关键时期，要实现在2020年贫困县全

部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就必须正视精

准扶贫的现实必要性，发现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

题，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的法治化路径，用法治为精

准扶贫保驾护航。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精准扶贫的

有效开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而最终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

注释：

① 央视新闻网.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年已通报扶贫领域问题325起,违纪手段花样多, http://news.cctv.com/2016/09/13/

ARTI8MZT3v2c05BRRMQVQYTY160913.shtml,访问日期:2017-11-11.

② 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简称MPI，是对人类贫困指数(HPI)和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进一步完善。

MPI可以反映多维贫困发生率还能反映多维贫困发生的强度，同时还能反映个人或家庭的被剥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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