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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宽容是一种世界观。
”　　“宽容为本，和而不同。
”　　这是我经常提到的两句话。
　　这两句话可以大致概括我对“宽容”的理解。
我认为，求“和”比求“同”更为根本。
在这个世界上，“同”是相对的，“不同”是绝对的：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民族、不同
的种族，各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如此等等，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无法改变的
客观事实。
不管时代特点如何，只要人类不想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就必须求得共存、共荣。
因此，“宽容”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因为宽容而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曾经因为不宽容而留下惨痛的教训。
无论是从民族命运层面来看，还是从个人感受层面来看，抑或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我认为宽容研究
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这是我编辑这套丛书的最初缘起。
　　自从20世纪90年代，我在华侨大学正式提出自己对宽容的理解以来，宽容研究经历了一个很长的
发展过程。
从2003年开始，宽容研究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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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的本质和源流，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宽容性。
文化的宽容是文化跃迁的缘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和文化内在的演变逻辑。
在民族历史上具有宽容品格的中华文化，获得了辉煌发展。
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东方，并且植根于中国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壤时，中国的命运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向复兴和发展的伟大实践。
通观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认识文化的宽容与跃迁的规律。
把握文化发展的时代方向，对于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和谐的构建，对于认识文化的永恒价值和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
都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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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的本质和源流　　文化的本质和源流，在于它在生长和发育中不断交流、吸纳、碰
撞、融合。
这正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宽容性的表现。
历史长河中文化的交流、会聚都孕育着文化的跃迁；宽容性使文化得到质的飞跃。
宽容，是文化的特点和本质，是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
认识和说明文化的这一本质特征，是本书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恢复和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解释的一项重要理论
工作。
　　一　什么是文化及文化的历史　　现代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既往的文明积累与现实的重新
创造相融合的结果。
传统文化秉承地理与历史的客观环境，汲收长时间的人文熏陶，连接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活动中的创造
而来，又在客观规律和主观作用下向着现代化潮流而去。
这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着极其深厚的内涵，流转、延伸着的自然与社会过程。
揭示这一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哲学作为人类认识工具的任务，更是不同文明在世界现代化
潮流中的共同课题。
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不是生活在一个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是体会不到的；而当代世界与当
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又把我们对于文化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关于文化的本质以及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复兴事业所提供的研究领域是十分广阔的。
　　文化是在相当长时间里留存下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是经过积淀而相对固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
现象。
由于“文化”一词的多重含义，我们可以从窄到广在宽泛的领域里来理解它的深厚内容。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从一般意义上分析问题时，可以把它看做与文明相等同的口径和概念；只是在一
定的条件下，才在日常生活的直接层面上把它看成是精神现象和知识水平的指称。
因此，多数学者认为，文化“是由历史沿袭下来的思想、道德、艺术、风俗、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
物质和精神现象的有机复合体”。
它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明，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上，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一代社会成员的心理深处”。
　　原始人曾用一串贝壳挂在脖子上装扮自己，这就是一种文化意识。
当然，在蒙昧时代，人们只能首先解决吃和穿的问题，到了生产有了结余，才能产生脱离体力劳动的
文化人，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
所以，文化既是人类在生长中的一种本能，又是社会财富有了增加时的产物，社会能养活多余的人，
于是文化便繁盛起来；文化在以往时间里似乎是一件奢侈事，是有钱人的事，是财富的象征。
只有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中文化才能表现出与人本身的亲和力，体现文化与人的本性的一致性
。
所以，文化也称“人文”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于文化的观察角度是可能出现天渊之别的，但在文化的领域中都可以得
到各自的解释和试验。
有些办法或制度看似决然对立，有时甚至被推向了彼此不相容的境地，但在社会实践和人们的逐步理
解中，都是一个在发展中的认识过程。
这种认识过程可以在这种可能性上或那种可能性上走向趋同或产生同一结果。
所以，只有从超越现代化过程的物质层面来看待文化的内涵，才能深刻理解文化的价值。
　　我们可以举一个常见的事儿来体会什么是文化及文化的价值——　　某大城市人口众多，公共交
通事业的发展自然面临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可他们改来改去，改得最多的，是调整线路、升级车型、换新站牌，而在改善服务质量上未作根本考
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以现代管理之名，将原来跟车出行的服务员裁减，变成无人售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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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切与服务有关的人文关怀——对不起——全免了。
过去深受乘客爱戴的服务标兵下岗了，并且永无用武之地；需要得到车辆内的相关服务或由售票员来
解决的纠纷等，通通得由乘客自理了；为投零币而带来的不便和纠纷也随之发生，并将无休无止地延
续下去；乘客上车时间的延长也是不被考虑的。
另外，对司机的关心、对安全的关心、对就业这件上下都在操心的事的关心，都在这一“改革”中被
抛到了脑后。
当人们注意到现代管理中的新方法和搬来了“减员增效”的口号时，却把服务行业的人性化和文化（
关于经济以外的因素）丢弃了。
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为什么无人售票车仍然在行驶，这项改革措施似乎已经被市民和管理层所接受和认可呢？
可以说这里发生的就是文化的宽容，先试验再比较，在比较中再选择。
就说公交无人售票，在社会逐渐向自然回归、向文化回归的时候，在人们逐渐明白文化的价值超过经
济的价值时，或者还需要用文化的作用来解决经济的问题时，相信改革的杠杆是会向另一头倾斜的。
文化的宽容允许人们再作选择。
由此我们想到，现代化与文化的冲突在有的时候虽表现得这么直接，但终究又在文化的博大与宽宏中
得以化解而走向新的进步。
所以，在深层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它的确是改变思想方法上的近视的矫正器。
　　现代社会，文化在互动、传播、变迁中成为越来越活跃的因素。
在大量的经济活动中，文化对于经济的直接和间接作用都体现得不容置疑。
比如，作为文化核心层的道德观，在当前经济工作中也应当作为一种社会共识和制约因素，成为抵制
欺诈和假冒伪劣行为的一道防线；诚信意识应当成为自然人和经济人的共同操守，以筑成现代经济生
活中的道德底线。
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德治，而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治国方略，体现了现代性要求与传统文化的一致和
切合，也体现了文化深义的长久价值。
可见，即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最深层的东西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在于长久地体现出社会价
值的文化。
　　在中国，讲起历史与文化的源头，都要说到三皇五帝，其中记述得较多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炎
帝和黄帝。
多少年来，我们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
随着中华民族的演进，这种伟大的历史凝聚力非但没有丝毫的减弱，而且总是在民族的危亡中不断地
显现出来。
尽管关于轩辕氏、炎帝、黄帝的传说不一定是历史的写实，但作为某种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
集中化，它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强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力量，其重要意义是无可比拟和不可磨灭的。
　　随着现代化的前行，在学者们的视域中，文化的价值在放大，在延伸，在变成真正的精神享受和
永远的精神寄托。
这是千百年来文化的追求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一种崇高的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然而，文化在人们的当下认识和在官员的政绩观中还只是经济生活的附属物，现在流行的“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说法，就是最好的注脚。
不过，即使这样也是一种进步、一种现实的必然和必需，是一个过程。
这与学者们的认识可能还有差距，但又不妨碍他们在各自的认识层面上找到共同之处。
请相信，随着现代经济的充分发展，文化之于经济的婢女地位是会被现代文明的提升所形成的新观念
改变的。
　　一位海外记者记下了游览绍兴时自己的许多感慨。
在他看来，从绍兴这座历史名城，可以体会到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尽管它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绍兴回来重读鲁迅先生的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绍兴在心中又增加了几许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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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城市也将在文化的检视中寻找其价值，获得满足与荣誉，直至获得应有的物质回报。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一个失去灵魂的城市，宛如高价商店陈列品，只能以一组无意义的数字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文化其实就是生活，遗弃根与泥土般的血缘联系，城市不过是一朵空中浮云。
生活在一座失忆的城市，或许最不需要的就是文化。
　　现代化是一个易逝易变的过程，而文化则是一个不断累积和逐步释放其能量的过程。
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长时问的积累中延伸，更具有巨大的时间和空间穿透力，更具有人性的亲和力和渗
透力，因而更应得到重视。
所以，关于文化宽容的认识和发扬，值得反复提出和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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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与宽容》是《宽容研究丛书》之一的《文化与宽容》，书中具体包括了：什么是文化及文
化的历史、在文化问题的探讨中推进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在实践中的
作用、伴随着新中国崛起的社会主义文化探索等内容。
　　《文化与宽容》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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