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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和谐文化需要探讨文化冲突的根源。文化冲突的根源在于文化主体的内在矛盾、文化客体的 内在矛盾、 

文化手段的内在矛盾。其中，文化主体的内在矛盾是文化冲突的最根本原因。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当代社会文化冲突问题。 

[关键词] 文化冲突； 根源； 文化主体； 文化客体； 文化手段 

[中图分类号] (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025—03 

文化冲突即不同性质文化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经济 

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现时代，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 

的普遍现象，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尤为突出。研究文化冲突的 

根源，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的文化 冲突问题，建设 

中国先进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化 

冲突的根源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当代中外 

学者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我们认为，文化冲突的根源主要 

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文化主体的内在矛盾 

文化是人实践的产物，人是文化的主体。作为文化主体 

的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 

的人。文化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两种基本类型。无论是个 

体主体还是群体主体，都存在内在矛盾，这种文化主体的内 

在矛盾是产生文化冲突的最根本原因。首先，我们来探讨个 

体主体的内在矛盾。一是 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人 

作为文化主体，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谓主 

体的自然属性，是指主体的生物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人来 

源于动物界的事实决定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动物性，问题 

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所谓主体的社会属性，是指人具有 

的社会实践性。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构成了人类社会。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 

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的。”⋯文化主体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辩证统一的，但 

有时也会发生冲突，某些人为了满足 自己的生物性欲望，损 

害他人或社会利益，正是这种冲突的表现。这种冲突反映在 

文化方面 ，就形成了文化冲突。二是生产性与消费性 的矛 

盾。人作为文化的主体，既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文化的消 

费者。生产性是指主体具有的文化生产能力。人在本性上 

希望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创造出文化成果以满足自己的需 

要。人不同于动物，具有对文化的消费需求。生产性是消费 

性的基础和前提，消费性是生产性的 目的和归宿，二者是辩 

证统一的。但生产性与消费性有时也是相互冲突的。在剥 

削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生产的文化成果往往被剥削阶级所 

占有，不能满足劳动者自己的消费需要。这种冲突也会表现 

为文化冲突。现存文化及其生存环境具有毁灭或损害的趋 

向。人们在建设文化过程 中，一方面创造了新文化，另一方 

面又破坏了旧文化。合理的破坏性有利新文化的创造，但不 

合理的破坏性又制约了创造性。因此，创造性与破坏性有时 

又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也会表现为文化冲突。 

其次，我们来探讨群体主体的内在矛盾。群体作为文化 

主体，往往以民族、阶级、阶层等社会集团的方式存在着。所 

谓民族，是指由共同地理环境、共同实践方式所造成的具有 

共同的生活方式、传统习惯、语言文字、心理倾向、价值取向 

等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群体。民族作为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 

群体，是文化的重要主体。民族是文化主体，就必然产生民 

族文化。文化的民族特性是逐步形成和日益强化的，这种趋 

势叫做文化民族化。在现代社会，民族与国家、地域结合在 
一 起，因此 ，文化民族化也可以叫文化国家化或文化本土化。 

文化的民族化使各国文化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各种特色的 

民族文化之间必然发生差异与矛盾 ，有时甚至会发生激烈冲 

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 

有消失或减弱，反而表现得更加突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 

总是在一定阶级地位里生活的，各种思想文化必然打下阶级 

的烙印。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存在着阶 

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但在资本主义以前，阶级的区分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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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已明显地分为两大阶 

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已经看到了 

这一点，但系统地科学阐述阶级斗争理论的是马克思、恩格 

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 

是文化的主体。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文化。剥削阶级与劳 

动人民在生活方式、理想追求、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等方面 

都是不相同的。因此，在经济利益上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在 

文化方面也必然是相冲突的。阶级社会里的文化冲突是阶 

级斗争的反映。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人类社会是划分若干社 

会阶层的。按照一定的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若干等级， 

处于同一等级的群体叫做社会阶层。阶层分为两大类型：一 

是阶级内的阶层；二是阶级外的阶层。同一社会阶层兼容 了 

不同阶级的成员，由于他们在收入、职业、学历、身份、权力、 

声望等方面有一致之处，因而可以划为同一社会阶层。不同 

社会阶层在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理想 

追求等方面是有差异的。因此，不同阶层的文化有时也会发 

生冲突。 

二 文化客体的内在矛盾 

文化是主体改造和反映客体的产物，文化冲突不仅根源 

于主体的内在矛盾，而且也与客体的内在矛盾有关。文化的 

客体包括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三大类。所谓自然 

客体，是指人类实践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所改造的自然物；所 

谓社会客体是指人类实践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改造的社会 

关系；所谓精神客体，是指人类实践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所改 

造的旧的文化成果。 

首先，文化的自然客体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作 

为人类文化客体的自然界具有二重功能。一方面，它为文化 

成果的形成提供了自然资源。没有自然资源，物质文化、精 

神文化都无从产生。另一方面，它为文化的形成提供自然环 

境。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的特色。人类在创 

造文化的过程中，从大自然中索取了有限的自然资源，同时， 

又破坏自然环境，造成了生态失衡。这种内在矛盾冲突必然 

会反映到文化领域，引起文化冲突。近年来产生的生态文明 

与传统的物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是明证。 

其次，社会客体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冲突。文化是一 

定社会实践的产物，它必然是对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作为 

文化客体的社会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马克思将社会关系概 

括为三大领域 ：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思想文化关 

系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 

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具有对抗性质，这种对抗性质反映 

在文化领域，必然引起文化冲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 

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消灭了。但阶级矛盾和阶 

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有时甚至还相当激烈。因 

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文化冲突仍然存在，不可掉以轻心。 

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期。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 

的冲突、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 

起，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文化冲突问 

题，弄清其社会根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精神客体内部存在着矛盾冲突。人类在创造文化 

的过程中，不仅把 自然界、社会关系作为文化客体，而且把已 

有的精神文化作为客体。所谓精神客体，是指人类实践活动 

所改造的精神文化以及所处的文化环境。精神文化作为客 

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渗透在人们生活中的理想信念、 

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传统习惯、生活方式等构成社会文化环 

境或文化氛围。另一方面，渗透在物质载体中的精神成果， 

如书籍、影像、绘画、塑雕等。社会生活的文化环境是十分复 

杂的，不同的信仰之间、不同的理想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之 

间、不同的审美情趣之间、不同的传统习惯之间、不同的思维 

方式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等都存在着对立与冲突。文 

化环境的冲突必然表现为文化冲突。在精神成果中，就思想 

内容而言，也有先进与落后、健康与庸俗、科学与非科学之 

分。尤其在现代社会，一些人为了谋取暴利，非法制造和销 

售黄色、低级、庸俗甚至反动的文化产品，从而引起了激烈的 

文化冲突。 

三 文化手段的内在矛盾 

文化冲突的根源不仅在于文化主体、客体的内在矛盾， 

而且与文化手段的内在矛盾也有一定的联系。文化建设是 

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改造客体而创造文化的过程。文化 

手段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是主体在改造客体过程中所 

使用的一切东西，其中主要是工具。文化手段具有两个显著 

的特点：一是中介性，它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间环节和桥 

梁纽带；二是属人性，它是由人支配的为满足人的一定目的 

而使用的东西。在文化手段内部存在着以下几对矛盾： 

首先，物质手段与精神手段之间的矛盾。物质手段是指 

以物质形态表现的文化手段。比如：仪器、设备、工具等；精 

神手段是指以观念形态表现的文化手段，比如：科学原理、思 

维方式、理想信念、政治形态、法制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标准 

等。在科学文化领域，人们把物质手段叫“硬件”，而把精神 

手段叫“软件”。物质手段与精神手段相一致，有利于文化 

创造；如果物质手段与精神手段不一致，不利于文化创造。 

在现实生活中，物质手段与精神手段往往存在不相一致的情 

况。物质手段先进、但观念落后，或者观念先进，但物质手段 

落后等 ，都会影响文化的创造活动，必然引起文化冲突。 

其次 ，生产手段与交往手段之间的矛盾。人类实践有两 

种方式 ，一是生产实践；二是交往实践。因此 ，文化手段也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手段；一类是交往手段。人类在文化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一切因素都叫生产手段，而人类在文化交 

往过程中使用的一切因素都叫交往手段，包括交通工具、通 

讯工具、传播媒体等。同一种东西，有时可以起双重手段的 

作用，比如“电脑”既可以作为生产手段，又可以作为交往手 

段。生产手段与交往手段必须相协调 ，才能促进文化的发 

展。如果生产手段先进，而交往手段落后，或者交往手段先 

进，而生产手段落后，都会影响文化发展。生产手段与交往 

手段不协调，必然引起文化冲突的发生。近年来，我国交通 

手段严重滞后于生产手段的发展，造成了春节前后，大量旅 

客坐车难，从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这也是引起思想文 

化混乱甚至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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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之间的矛盾。从时态分类， 

文化手段可分为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所谓传统手段是指 

历史上曾经普遍使用过的工具或手段。所谓现代手段 ，是指 

现代社会普遍使用的工具或手段。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在传 

统手段向现代手段转变时期，必然发生矛盾与冲突。老年人 

习惯于采用传统手段，而对现代手段不熟悉，往往采取抵制 

或蔑视的态度。而青年人易于接受新事物，而一旦掌握现代 

新手段，往往会迷恋新手段，摒弃传统旧手段。在当代社会， 

网络技术是一种现代新手段，它的产生和推广，给传统社会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传统文化及其手段发生了剧烈的 

冲突。网络将世界各国的计算机联系为一个巨大的信息系 

统，成为当代最先进的文化手段。网络的日益普及，不仅改 

善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而且正在逐步 

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在当代中 

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互联网站要成为 

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江泽民指出：“互联网是开放的， 

信息庞杂多样，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 

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 

一 个新的重要阵地。”_2 各种文化正在利用互联网进行激烈 

的争夺。我们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增强在互联网上 

的正面宣传，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努力掌 

握网上文化斗争的主动权。 

综上所述，文化冲突根源于文化主体的内在矛盾、文化 

客体的内在矛盾、文化手段的内在矛盾。其中，文化主体的 

内在矛盾是产生文化冲突的最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树立“以 

人为本”的新理念，从文化主体、客体和手段的内在矛盾入 

手，深刻认识文化冲突的根源，进而把握文化冲突的本质和 

规律，有效解决当代社会的文化冲突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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