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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及其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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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文化继承是指文化的纵向积累和前后传递;文化超越是指文化通过创新实现由旧形态向新形态的转换和跨

越。 文化发展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创新实现文化超越的过程。 继承是前提,创新是动力,超越是目标。 文化继承

和文化超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一关系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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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文化历经千秋万代的积累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向

高级,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未来文化发展的过程。
纵观文化的发展过程,是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的辨证

统一。 当今社会文化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问题

之一,研究和把握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及其辩证关系,
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创新和发展

中国先进文化,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摇 文化继承

文化继承是指文化的纵向积累和前后传递的过

程。 要发展和繁荣现代文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

承,想要更好地继承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实践成果,促进

文化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首先要探索总结文化发展

中文化得以继承的客观依据、意义以及方法途径。
(一)文化继承的客观依据

文化继承的客观性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的多元

文化、先进文化离不开对“传统习俗冶、“传统建筑冶、
“传统文艺冶、“传统思想冶等方面的继承。 人是实现

文化继承的主体,人是思想中的人,文化中的人,任
何人的思想观念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像人离

开了母体却留下永久的疤痕一样。 因此,文化继承

的客观依据主要体现在:
第一,人作为文化主体,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

一,都具有继承性。 一方面,从自然人的角度来看,
文化主体具有生物性,受生物遗传与变异规律的支

配,这是文化主体的自然属性,同时也为文化继承奠

定了自然基础。 另一方面,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文
化主体具有实践性,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复性和创

造性的特点。 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模仿他人的行为

就是重复性的体现,众多文化主体的实践活动都是

模仿活动,英国哲学家休谟就指出:“人类的心灵是

很富有模仿性的。冶 [1] 这种主体的模仿活动,奠定了

文化继承的社会基础。
第二,文化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文化具有继承

性。 文化的历史性特征是指文化是一个历史的过

程,具有连续性、继承性等内在历史联系。 马克思主

义对文化采取历史主义态度,把文化看作一个连续

的动态历史过程。 文化的动态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

由量变到质变、从继承到超越的过程。 在文化发展

过程中,量的积累,体现了文化发展必然具有继承

性。 认识文化继承的客观性,才能找到文化发展的

源头,才能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好的推进现代

文化的发展。
(二)文化继承的意义

文化要发展,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仅是一种必

然,同时也是一种客观必要,文化继承对促进文化发

展有重要意义。 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文化要发展必定要求继承传统文化。 文

化只有在继承中才能发展,在发展中得以继承。 在

传统文化中,存在许多具有永久历史价值的因素可

供继承,没有继承,文化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 纵观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冶的忧国

忧民情怀,诚信的待人之道,勤劳简朴、尊老爱幼的

传统美德等,世代相传。 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他指出“从孔夫子到

孙中山,我们都应当加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冶 [2]285由此可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繁

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文化继承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发展也具有

积极作用。 重视对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是马

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
后人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
是建立在对前人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基础之上

的。 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

人杜撰出来的。 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

言。 无产阶级文化应该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
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

规律的发展。冶 [3] 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

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

思想成果的批判与继承,才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
充满生命力的新理论的诞生,而我们现在仍将不断

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理

论,保持它的与时俱进。
第三,文化继承也是一种文化的沉淀,这种文化

沉淀对增强民族情感、民族凝聚力、民族荣誉感也有

着重要作用。 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正是因为受到

传统文化的影响,才让我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深
知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并不断去进行文化创造,
热爱和尊重传统文化也成为爱祖国的重要方面。

(三)文化继承的方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其丰富灿烂、博大精深毋庸置疑,那么,今天我们说

要继承传统文化,是不是凡属于传统文化就都应该

继承和复兴呢? 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文化的传承者

和享用者,我们必须正确对待文化继承。
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坚持用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冶的方法

来对待文化继承,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繁荣和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

进的不竭动力。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

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冶 [4]

其次,让传统文化不失活力的继承下去,还必须

借助教育的方法。 教育具有保存、传递和活化传统

文化的功能。 文化既是人们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

产物,同时又是新生一代进行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

的必要条件。 它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只能被学而

知之,这就决定了人类文化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

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如果说人类的繁殖过程

是人类种族的传递、保存和延续的过程,那么,教育

则是人类文化的传递、保存和延续过程。 同时,教育

对人类文化有活化作用,即将储存形态文化转变为

现实活跃的文化。 只有通过教育完成了这种转化,
才能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它的生命力和价

值,才能出现文化繁荣的局面。
再次,继承传统文化,离不开个体自身的自省。

教育是外在的方式,这种方式要起作用必须通过个

人自己的慎独思考,来提高文化修养,学习和继承传

统文化也需要“日三省吾身冶,通过比较、对照,时时

勉励、纠错,从而成为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人。

二摇 文化超越

(一)文化的超越性

文化超越,是指文化主体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前提下,进行文化创新,实现文化由旧形态向新形

态的转换和跨越。 文化超越是文化发展的本质,文
化超越的动力是文化创新,这是文化发展由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文化超越也就是对文化传统进行创新

的过程,超越立足于创新。 一种文化要发展就必须

不断地超越自我,更新旧我,从而获得更广阔的视

野,获得新的内涵。 没有文化上的创新、超越,文化

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成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束

缚人们行为的观念桎梏。
文化超越就是文化不断超越自我以适应时代发

展需要的过程。 超越旧的自我以获得新的自我,不
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化。 过去的是本质,新获得的也

是本质。 作为人的文化无疑与人一样具有不断超越

自我的潜在能力,否则文化发展何从谈起。 当然,文
化超越的方式是多样的。 主要有革命式和渐进式两

种,革命式是对传统主体文化内核否定基础上的重

建,犹如凤凰涅槃后的浴火重生,是质变。 渐进式文

化超越是在保留传统文化内核基础上的自我调节、
自我完善,是量变。

文化超越的根源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因为人是

企图改变现状,向往理想未来的动物。 所以文化超

越的指向是自由和真善美。 超越现存的文化,去除

现存文化的糟粕,革除那些与人性相背离的东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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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更适合人的自由发展的文化[5]。
(二)文化超越的客观必然性

文化超越具有客观必然性。 首先,文化主体的

创造性是实现文化超越的客观依据。 人的本质在于

劳动实践,只要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都具有创造性。
这种实践创造性构成了文化超越的客观依据。 就每

一个人而言,其创造力较小;但如果把个人联系成为

一个群体来看待,其创造合力则是不可估量的。 因

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真正主体。
只有将绝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发挥出来并形成“合
力冶,才能实现文化超越。

其次,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决定文化超越的必然

性。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其历史局

限性。 文化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作用于客体的产

物。 必然受到主体因素、实践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制

约,造成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要突破这种局限性,使
文化得到发展,就必须要在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
文化与时俱进。

再次,文化的历史前进性决定文化超越的可能

性。 从历史趋势看,文化是不断发展前进,推陈出新

的。 整个人类的创造力随着文化的积累不断提高。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冶。 主体创造力

不断提高的总趋势,决定了文化进步的总趋势,从而

为文化超越提供了可能性。
(三)文化超越的意义

时代在发展,文化在前进。 文化超越不仅是文

化发展的本质和源泉,甚至往往成为时代变革的先

导。 首先,文化超越是文化繁荣的需要。 主体通过

实践来不断进行文化创新,实现文化超越。 从历史

到当今时代,人民群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传统

文化焕发生机,民族文化充满活力、日益丰富。 从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冶的农耕文化,发展到以马克

思主义文化观为主的现代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不是

一成不变的,是在超越中不断进步的。 不进行文化

创新,必然会造成文化落后,被其他文化所赶超。 例

如,中国封建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因清末积弱

积贫,文化创新不足,终于落后于西方国家。 随着马

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实现了文化超越,才能再次呈现

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其次,文化超越是实现文化现代化的需要。

“所谓文化现代化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超越,达
到或领先于世界文化先进水平。冶 [6] 我们所讲的整

体超越是指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方面都

要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超越。 要实现文化现代化,需
要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吸

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中

国特色文化的现代化。 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指导下,坚持自主创新的原则,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文化强国,从根本上实现文化现代化。
再次,时代变革需要文化超越。 观念变革往往是

时代变革的先导。 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直接的历史客

体,一定意义上说是由文化的超越性促进的。 没有文

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兴

起。 没有邓小平理论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思想、旧观

念的超越,就没有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上的汹涌澎湃。
(四)实现文化超越的途径

文化超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立足实践,整
体推进,全面实施。 首先,要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
为此,必须重视教育的作用,改革教育制度,废除应

试教育,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建立识才、爱才、用才的育人机制,为文化

建设培养大量合格的建设者。 还要努力创造有利于

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吸纳人才、留住人才和创新型

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千方百计改善文化人才

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 而作为

文化工作者本身,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创新能力,
为文化超越施展才华。

其次,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我们必须对传统

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才能推动文化

的发展与超越。
再次,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各民族通过自身

的积累和发展,都有着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要实现文

化超越,必须面向世界,从不同文化中吸收先进而优

秀的文化,根据当代国情,加以融合创新,形成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化超越需要自信。 要创造新的文化,必须敢

于打破对旧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过分依赖,肯定属于

自己文化的独立价值,既不盲从也不盲目自大。 文

化超越需要自觉。 要超越自我,必须对文化自我有

一个客观的认识,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更多的层次反

观自己,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发现自己的弱点和

强处。 文化超越需要自强。 这种自强表现为在实事

求是、解放思想基础上不断更新的动力,要敢于打破

束缚人们头脑的各种条条框框,具备通过文化创新

实现文化超越的能力和条件,否则,文化超越就无法

实现,就像你无法让笼子里的鹰展翅高飞一样。

三摇 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的对立统一

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是对立统一的,二者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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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又有联系。 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
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是文化发展过程的两种不

同的状态,二者存在对立性。 文化继承反映了文化

发展过程的连续性,文化超越则反映了文化发展过

程连续性的中断;文化继承体现了新文化与旧文化

的内在联系,文化超越体现了新文化对旧文化的质

的飞跃;文化继承基于主体重复性,文化超越基于主

体创造性。
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虽有区

别和对立,但二者又辩证统一于文化发展中。 二者

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不可分割。
首先,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是相互依存的。 文

化继承是文化超越的前提,没有文化继承,就没有文

化超越;文化超越是文化继承的目的,没有文化超

越,文化继承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其次,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是相互渗透的。 一

方面,文化继承中包括文化创新和部分超越。 我们

对传统文化不是机械地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不能

原封不动地照抄,必须根据新的实践经验,进行新的

改造。 这就是毛泽东讲的要“经过自己的口腔咀

嚼冶,“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冶 [2]707。
可见,文化继承中必须有所否定、有所选择,才能实

现文化超越。 另一方面,文化超越中也蕴含着文化

继承。 文化超越意味着新文化对旧文化的辩证否

定,是既有克服,又有保留。 在文化的超越过程中也

包含了对旧文化精华的吸收。
再次,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相互转化。 文化继承是一种文化积累,文化沉淀,当
达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发生质变,转化为文化超越,
而此时文化超越只是新文化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又
会发生新的文化积累,文化超越又转化为文化继承。

所以说,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是相互依存、相互

渗透、相互转化的,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正确认识二

者的关系,避免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历史虚无主义,
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二)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的有机结合

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二者辩证统一于文化发展

过程中,要推动文化的进步,还需将二者有机结合。
首先,社会实践是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相结合

的基础。 主体实践既具有重复性,又具有创造性,是
重复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结合,这就决定文化继承与

文化超越能有机结合。 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批判继

承传统文化,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并进行自主创新,
为文化进步奠定基石。

其次,文化现实是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相结合

的立足点。 “文化主体的实践活动是在现实的文化

环境和文化条件下进行的。冶 [7] 文化继承和文化超

越都不能脱离文化现实。 离开文化现实,很容易走

入空想主义,空想文化。 只有立足于文化现实,才能

真正实现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的有机结合,才能为

现实实践提供指导,为现实社会服务。
再次,文化理想是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有机结

合的方向。 文化理想是立足于文化现实,通过主体

实践,构筑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它必须正确反映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共产主义文化是我们的远大

文化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当前的共

同文化理想。 只有树立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想信念,才能保证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有机

结合的正确方向。
(三)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辩证统一关系的启

示意义

文化发展是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的对立统一,
体现了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性,这就要求

我们在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必须

尊重和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种文化的公

认程度往往取决于其能否与时俱进,在不变更其义

而调整其形式中寻求到与时代要求、社会需求相契

合的方式。冶 [8]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全球化的意

义上说,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丢

掉传统,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精神命

脉,就会丧失中华文化的特质。 在改革开放事业风

起云涌的新时代,传统文化必然面临自我突破、自我

超越,进行现代化转换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要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因为它既继承了传

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和特有的民族精神,又通过

创新与时代接轨而克服了它由于是封建时代产物而

具有的狭隘性、局限性,从而实现了新时代下对传统

文化的超越[9]。 当然,在发展和繁荣新文化的过程

中,我们也不能采取运动的形式粗暴干预,凭直觉随

意贴上封建、落后或优秀的标签,而要尊重文化自身

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中检验、提高,用全新的眼光、视
野进行系统的审视、鼓励,提倡文化的自我超越、自
我突破,实现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化转换。 党中央

提出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
总之,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不是孤立的,它们在

文化发展中都是客观存在,具有重要作用的,二者是

辩证统一、不可割舍的有机统一体,我们必须加强社

会实践,采取正确的观点对待文化继承,并努力进行

文化创新和超越,遵循文化继承和超越的规律,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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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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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Transcendence and Their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LIU Yan鄄yong,DONG M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refers to the longitudinal accumulation and the passing of the culture before and after, while
culture transcendence is intended to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old form to the modern one and leaping through innovation,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means the process through cultural innovation to realize the transcendenc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Inheritance is the
prerequisite, innovation is the impetus, and transcendence is the aim.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have inherent connection
of dialectical unity,which requires us to respect the objective law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vigorous develop鄄
ment and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culture and carry forward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Key words:摇 culture;摇 cultural inheritance;

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詭

摇 cultural transcendence

文化发展要抛弃管制思维

蒯大申在 2013 年 8 月 19 日《文汇报》撰文指出,从文化发展的要求来看,文化自有其客观发展规律,任
何对文化的管理都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那么,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要处理好政府与文化市场以及各

类文化主体的关系,要更加尊重文化发展规律。 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来看,少一点管制思维,多一点服务

意识,是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 整个社会在转型,党和政府管理文化的方式也要随之转型,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 抛弃管制思维,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管理了,而是对政府文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抛弃管制思

维,必须树立法治思维。 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制环境,是文化活动、文化创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 文化企事

业单位必须依法办事,政府管理文化活动也必须依法办事,这样才能使文化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只有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文化发展才有可能获得可靠的制度保障,管制思维也才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对

服务型政府来说,要善于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同时还要善于发挥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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