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旗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鴉片戰爭以後，中
國被迫啟動近代化、現代化進程，面對內憂外

患，中國開展各種文化整改運動，但都不算成功，傳
統文化歷經了幾次斷代：一是五四運動砸爛孔家店，
否定傳統文化走過了頭；二是抗日戰爭爆發，又割斷
了文化啟蒙運動；三是新中國成立後，1957年「反
右」，1958年「大躍進」，特別是十年「文革」，對傳
統文化是一次極大的戕害。

歷經數次斷代 傳統文化待振興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唯生

產力論，「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社會風氣金錢至
上，文化建設被忽視。套用哲學名句「哲學是神學的
婢女」，這位著名的文化學者直言，「文化已淪為經
濟的婢女！」
如果這種情勢繼續下去，不進行文化改革，不推動

文化大發展，讓先進文化引領方向，勢必危及改革開
放成果，侵蝕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衝擊中國的國家
形象，傷及中華文明的傳承。因此，辛旗疾呼：歷史
發展到今天，已時不我待，必須振衰起弊，實現中華
文化的復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推動文化大
繁榮大發展，現實意義重大。

辛旗認為，應高度重視和挖掘中華傳統文化扭轉當
前「重商主義」氾濫局面的力量，發揮文化「剎車
片」、「方向盤」的調節作用，建立一個富而好禮的
社會。正如《禮運·大同篇》所言，要建立一個人人
平等、相互關愛、公平公正、福利健全的大同社會。

倡「商品文化化」非「文化商品化」
他強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要向世界展現一種現

代的、純正的中華文化，弘揚中華民族真正的傳統、
典雅、周正的廟堂文化，摒棄當前商業操作中膚淺低
俗的「偽中華文化」、「偽東方文化」。
「發展文化，不能大撒把！」辛旗指出，現在的意

識形態鬥爭非常尖銳，文化交鋒碰撞異常激烈，從種
族意識、文明意識、文化意識中來講，必須要守好自
己的陣地。提振典雅、廟堂文化，必須由國家主導，
由政府資助。放任民間自流，勢將導致方向迷失，娛
樂氾濫，文化沉淪。
弘揚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需多管齊下。辛旗建

議，首要任務是教育，提高國民素質。比如，學校教
科書要修訂，課程設置要改革，強化中華優秀的傳統
文化教育，涵蓋中華文明禮儀、倫理道德及文化藝術
鑒賞等內容。
其次是凸顯社會責任。政治家、文藝家、理論家等

各領域的精神領袖，要引導大眾提振優秀文化，而不
是隨波逐流，與娛樂時尚一起沉淪。中國文化各行業

應培養出一批真正的大師，成為優秀文化的代表人
物。
三是實現社會生活的「中華文化化」。「擔水劈

柴，無非妙道」，要注重一點一滴的傳承積累，依托
於私塾、書院、結社等方式，將中華文化的日用化，
滲透到每個角落。這是一個大工程，需要一批人長時
間的重建。下一代，美國和中國爭的是什麼？在辛旗
看來，就是商品的文化含量。「我們現在應該提倡
『商品文化化』，而不是『文化商品化』。我們今天用
的商品要能講出故事來，
這就給商品賦予文化
內涵。」
四是提倡批判精

神。全社會對文化要
有批判精神，包括對
傳統文化中僵化、封建
內容的反省，以及對外
來文化「食洋不化」的
批判。政府官員、知識分
子乃至全社會，都應秉持
批判精神，開展自我反
思 、 相 互 交
鋒、公開
辯論。

1999年，汪道涵先生在為辛旗專著《百年的沉思
——20世紀主導人類發展的文化觀念》所做序文中
評價時年38歲的辛旗：「既秉承傳統儒家『民胞物
與』、『天人合一』的情懷，又具有現代知識分子
的理性。」 12年後的今天，與辛旗暢談文化時，記
者更感汪老此言非虛。
在與記者兩個多小時的對談中，辛旗或比較中西，

縱論文化大勢，或去偽存真，指點歷史迷津，或解字
說文，闡發小學妙義，或分析器物，直窺文化堂奧。
令聞者不禁為其學貫中西、觸類旁通的文化學養所折
服，被其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粹的士者風範所感染。

憂教育功利、影視文化缺失

特別是在當前道德滑坡、精神迷失、文化沉淪困

擾中國社會的大背景下，辛旗的這種「情懷」似乎

比以往更加深廣，這種「理性」似乎比過去更具鋒

芒。談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數次斷代，辛旗憂心忡

忡。「文化斷代，非常可怕，一代人斷了，還好

說，現在是兩到三代人都斷了。這種文化現狀要扭

轉過來，至少需要兩、三代，起碼三十年。」當前

很多大學教育的急功近利，令辛旗義憤填膺。他警

示道，「有的大學競相辦商學院，卻想取消哲學

系、中文系。大學不是為賺錢設立的，應該傳承人

文精神，精神教育一旦缺失，中國人將失去統一認

知，一個民族將失去共同價值觀，國家就會變成一

盤散沙！」
作為傳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內地影視大片的文化

缺失令辛旗痛心不已。他告訴記者，「《鴻門宴》、
《孔子》等電影真是不忍卒『觀』，完全沒有文化，
這樣大的歷史題材，就這麼被糟蹋掉了。這種電影

要傳播我們民族那個時代的器物文明、精神境界、人文風骨、道
德理想、人際關係乃至社會生活細節。一個片子裡沒有文學顧
問，沒有歷史顧問，那不是胡鬧嘛，它不僅不能引領文化，而是
在誤導大眾。」
辛旗認為，「一個社會，你的政治家，你的理論家，你的文學

家，你的意見領袖，是要引導大眾提升精神境界，弘揚『陽春白
雪』文化，而不是跟㠥大眾一起沉淪，娛樂至死。」

痛斥「造城」運動胡作非為
針對當下一些地方官在「造城」運動中的胡作非為，辛旗痛斥

道：「一個地方，如果地方官沒有文化，不管是土地開發也好，
還是搞政績工程也好，那這個地方就遭了大殃了，毀了一批舊
的，仿製一批假的，還要弄一批不倫不類的。」
在振興中華文化的進程中，辛旗呼喚批判精神，提倡整個民族

的自我反省、理性評判、公開探討。這種批判精神首先要由政府
官員和知識分子來承擔。「如果沒有一批有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官
員和知識分子去推動，文化發展純屬空談！」
這些年來，作為著名文化學者的辛旗，一直為重振傳統文化鼓

與呼，可謂應者雲集；作為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負責人的他，更
是身體力行，為中華文化奔波海內外，具有廣泛的感召力。

■記　者：文化軟實力是

時下熱詞，您認為，中

國的文化軟實力應體現

在哪些方面？

■辛　旗：相比「文化軟
實力」一詞含有交鋒之
義，我更傾向於使用
「文化影響力」的表述。
對國際社會而言，中國
文化影響力有三方面內
涵：即中華民族的形
象，中國的國家形象與
中華文明的形象。

第一，中華民族的形
象。今天中華民族的形象
應是擺脫了屈辱與自卑之
後表現出的面向世界的從
容、自信與自重，以及對
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心態。發揮文化影響力就要展現出中華民
族的開放、包容。文化影響力首先在於展示中華民族的形象，
把歷經數次斷代的中國傳統文化重新接續，將系統、全面、深
刻的中華民族文化價值觀念展示給世界。「中國古人的道德思
想、風格精神、交往禮儀與生活方式，古代器物文明乃至社會
的生活細節等，才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外在形象」。
第二，中國的國家形象，應該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徵：一是不

帶有攻擊性和強制性的國家行為，主張建立和諧世界，以和為
貴，要與具有強大軍事力量並經常攻擊他國的某些大國完全不
同；二是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這包括經濟責任、社會責任、
道義責任甚至包括軍事責任，與其它國家共存共榮，當看到欺
強凌弱，超越底線，中國就必須出手；三是提倡多元包容的發
展模式，對30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的「中國模式」進行總結和
理論化的闡釋，並惠益於全世界。
第三，中華文明的形象，它屬最高一層，也是一個宏大的系

統工程。是五千年中國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影響東亞與世界的文
化系統。中華文明在東亞地區整體建構的政治、經濟、文化秩
序，不是在單一民族理論之下，而是令中華文化的種子在周邊
生根、開花、結果，並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一個新的東亞文
明，這成為中華文明豐富發展的一部分。這方面如果處理不
好，周邊一些繼承了中華文明的國家就會和我們爭奪文明的發
明權、發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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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者：目前中

國有沒有文化大

師？有不少爭

論。您認為，大

師應該具備哪些

條件？

■辛　旗：我認
為，成為文化大
師起碼應具備六
個條件：一是要
通曉中西文化，
不僅深諳中國學
問，而且了解西
方文明；二是要
通 曉 「 小 學 」
（語言文字學），
這是中國學問最
基本的功夫，從
甲骨文、訓詁到
蒙學，傳統的文
字學蘊含㠥豐
富 的 傳 統 文
化。三是要熟
知中國古代文
學，通器物文
明，懂琴棋書
畫，會古董鑒
賞。四是要勤於
著述，融會貫通
成一家之言，
且自成體系。
五是要掌握外
語 ， 具備中西
語言交流的能
力。六是人格風
範與道德素養。
如果按如此標準
衡量，當前名副
其實的大師並不
算多，「偽大師」
不少。

■記　者：怎樣看待中西方文明的差異

根源？近期西方社會的亂象說明了什

麼？

■辛　旗：西方思想以古希臘文明和希
伯來文明為基礎，認為人性惡，其道
德要求是，我不要求你是高尚的人，
只要不犯罪就行了，你愛幹什麼就幹
什麼，只要不越過法律底線就行，沒
有證據抓住，那你就是好人。西方思
想的一個重要邏輯是物競天擇、適者
生存的叢林法則。與西方這一思想產
生時期差不多的是中國的儒家思想，
引導人向上，尊崇道德，講求仁義。
所謂仁，人區別於動物，生下來就應
該是善的，要有仁心。義是有差別的
愛，愛是有分寸的。倡導人人平等、
相互關愛、公平公正的大同境界。後
來，中國在器物文明、科技發展、物
質力、經濟基礎方面不如人家，先進
的中華文明被西方拖後至其主導的近
代化進程，這是西方的叢林法則使
然。

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表面
上鼓吹自身是先進的社會發展階段，
實質上是在金融資本主義之下恢復了
「奴隸制」。這也正是近期美、英等西
方國家社會亂象不斷的根源所在。在
資本主義體制之下，社會財富的分
配、社會資源的歸屬、社會身份的界
定，都被金融資本高度集中和壟斷。
在這樣的經濟壟斷中，各國的金融寡
頭、銀行家與資本家就是「奴隸主」。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社會的
篩選、晉階、淘汰等機制被堵住後，
這些國家的百姓失去了改變自己社會地
位的機會，紛紛要求打破社會階層隔
閡。而從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看，西方發
達國家又以所謂「自由民主」的旗號，
掩蓋其強者更強的「叢林法則」，推行
軍事強權與政治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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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右四)，中華文化

發展促進會秘書長鄭劍(右五)，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

副秘書長賈超為(右七)，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辦公室

副主任鄭雷(右二)與香港文匯報助理總編輯、北京分

社總編輯楊帆(右三)及記者何凡(右六)、李茜婷(右一)

合影。

責任編輯：余小雨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2年1月3日(星期二)

推進文化復興

痛心「文化淪為經濟的婢女」籲國家主導典雅廟堂文化

■辛旗出版了多部有影響力的專

著，圖為辛旗為本報記者題字贈

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攝

提 問 辛 旗

辛旗，字重光，滿族，1961年12月生於北京，祖籍

河北定州。

「文革」期間在北京受小學、中學教育，1976年步

入社會，曾在工廠、醫院工作。

1979年考入河北大學哲學系，後考入廈門大學，獲

歷史學碩士學位。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思想史、哲學、

宗教學以及國際關係、台灣問題研究。

1985年開始參與中央對台政策諮詢，先後參加了對

台政策白皮書、重要文告及有關法律的起草。

1993年起數次訪問台灣，曾作為訪問學者在台灣多

所大學講學。多次赴美國、日本、歐洲參加國際學術

會議。

1996年應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邀請赴美訪問一個

月，與美政、學界進行廣泛對話。多次率團訪問美

國、印度、韓國、蒙古、朝鮮等國，就國際關係、地

區安全問題進行高層對話與戰略磋商。

歷任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秘書長，中華文化發展促

進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兼任中國

宗教學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常務理事，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

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100多年來，自近代中國被迫納入現代化

進程後，中華傳統文化經歷過數次斷代，遭

受扭曲或戕害；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中國

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經濟掛帥、金錢至上之

風大行其道，文化淪為經濟的婢女。這一局

面不盡快扭轉，勢必傷及改革開放成果，甚

至阻礙中華民族的崛起。 因此，中華文化發

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認為，當前必須振衰起

弊，由國家主導，政府支持，弘揚中華傳

統、典雅的廟堂文化，推進中華文化的復

興，使中國成為「富而好禮」的社會，在國

際舞台施展文化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帆、何凡、李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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