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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已经越来越在文化领域显示出它的特殊效应,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文化景

观;在关于全球文化体系的问题上存在着 /单一同质性 0与 /多元并存性 0两种观点的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反映

了文化全球化的根本矛盾,即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的矛盾,普遍主义 -特殊主义问题已经构成全球文化

的基本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特别注意通过正确处理全球文化互动中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推动民族

文化的健康发展,在坚持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文化互动,正确处理地方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对立

统一关系,同时必须反对所谓 /民族整合神话0。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文化;文化全球化;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723X( 2011 ) 02- 0106- 07

  全球文化体系的出现,标志了文化全球化已

经开始出现的历史事实,这已经不是人们愿不愿

意承认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对待和如何理解的

问题了。当前,我们要透过初现端倪的文化全球

化现象,来把握它的核心和实质以及它所带来的

一系列全球性文化矛盾,并进一步来探讨全球化

条件下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景。

一、全球化的文化效应

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 人们都无法否认的

是,全球化已经越来越在文化领域显示出它的特

殊效应,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特

有的文化景观。

全球化时代,全球性文化交流和融合已经形

成不可阻挡之势。当人类世界进入到全球化的

时代时, 人类的文化也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新时

代。新的因素使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接触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频繁,那些旧的阻碍文化传输的各种

壁垒被摧毁了, 人们能够自由旅行, 种种信息能

够在需要的地方通行无阻。与此同时,通信技术

的巨大进步创造了一种遍布全球的网络,能够在

顷刻之间将各种信息、声音和影像从一个地方传

递到另一地方,卫星转播取代了作为文化交流工

具的船只和旅行车队, 把地球上的不同文化迅速

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于艺术家、音乐家和

作家们来说, 信息操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双重的:

那些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而受到地理限制的作

品,如今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全球听众和读者的

面前; 文化传播的增加使得艺术家们能够在一个

更广泛的参考系统内寻找灵感, 从而丰富和提高

他们的作品。

融合同时也意味着冲突。文化就其产生的

根源来说, 是与具体的民族生活方式相联系的,

而全球化中的文化融合则把不同的文化汇总到

一起, 这难免就会产生文化同质化的危险, 因而

/人们会担心个别的文化会在这股信息的巨流

(即全球化所形成的信息流动 )中被稀释;从长远

来看, 这样一个进程可能导致各种地区和民族的

文化混合为一种单一的同类的全球文化。0112( P1)

这样, 主张文化地方性的理论家们无疑就对全球

化抱以怀疑和抵制的态度,他们试图策动与同质

化相对立的文化分离运动,这就形成了在全球化

的条件下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整合运动与文

化分离趋势并存的局面, 正如阿帕杜莱所说: /当

今全球相互作用的核心问题在于文化趋同与文

化分离的紧张对峙。0
122( P190)

全球化所滋生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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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特质,对传统文化及民族国家

在文化领域的主权地位产生强有力的冲击, 因此

维护文化主权也就构成了弱势文化国家当然

举动。

在当代,人们已经越来越无法回避全球化对

社会生活的强烈效应, 而社会生活本身实际上也

就是文化的显在体现。全球化对人们社会生活

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它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时间

和空间距离。诚如罗兰 #罗伯森所说的, /全球

化就意味着世界的压缩0,
132( P11)

全球化不断改变

着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秩序,信息和交通的全球性

网络已经把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卷进了一个

新的时空序列当中, 人们根本无法回避世界发生

的各种事情, /世界性 0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地球

上居民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性交往网络和复

杂的生产交换系统, 越来越弱化本地环境对人们

生活的约束, 这样人们的社会关系就从 /本土的

互动的范围 0中超拔出来,跨越时间和空间重新

组合, 人们也就生活在一种新的全球性的社会关

系环境中,从而把本土实践和全球化的社会关系

联系起来,把遥远的社会事件和本土的具体环境

交织起来,组成日常生活的多彩画面。也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有的理论家就直接把全球化看作是

/一个 (或者一组 )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

组织变革的过程 0。
142 ( P22)

民族界限的超越, 全球

依赖性的加强,是全球化在人们社会生活方面的

又一重大影响。超越民族疆界、消除各种壁垒,

是全球化的内在旨趣。有人直接就认为, /全球

化是人类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

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

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0152( P3)
随着民族国家界限

的超越,人们之间的全球性依赖关系更加突出,

不同地方的人们形成了互动依存状态,在这个世

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 所作出的决策和行

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

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而每个家庭和个人的

发展也不能不受到影响。

社会生活方式和内容的趋同化,是全球化对

人们社会生活巨大影响的又一重要体现。在全

球化以其强烈的同质化力量推进的过程中, 世界

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体系中的人们, 在生活

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趋同越来越

明显, 人们吃着同样的食品, 饮着同样的咖啡, 听

着同样的音乐, 跳着同样的舞蹈, 统一性的趣味

越来越加强, 而地方性的色彩逐渐被淡化, 趋同

几乎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了。

当然, 我们在看到人们社会生活趋同的同时, 必

须谨慎的是,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趋同在很大的

程度上就是世界的 /西方化0,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强势力量下, 把它的生活

方式也推向了全世界,正如雅克 #阿达所说, /全

球化就意味着市场经济 (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

对世界空间的主宰。0162( P3 )
例如, 发达资本主义

在推行经济的过程中, 致力于引导不同地方人们

的 /非常0消费心理,使 /消费主义0成为世界性的

生活方式,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 /消费主义0的

精神奴隶, 互相攀比、追求名牌、追求享乐、追求

虚荣, 活着不是为了生活, 而是为了消费,人成了

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个 /物件 0, 一个处理产品的
产品, 这是一种新的 /异化 0生活方式。难怪有人

就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

现在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文化和全球化之

间关系的时候了。一方面, 全球化的走向和趋势

究竟受到文化的哪些影响,文化变迁的旨趣和程

度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程度。

另一方面, 全球性、全球化、全球场究竟给全球文

化带来了哪些影响, 如何极大地影响着文化的变

迁,这些变迁为什么引起了人们对文化问题强烈

关注和极大感兴趣。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实际上

也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时间推移和空间变化, 全

球性的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怎么样, 能否产生全

球文化,是否会出现文化全球化,如果可以, 那么

这种全球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 文化全球化究竟

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趋势,它能够给世界文化的

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前景和问题。

二、全球文化体系:两种迥异的观点

在对全球化的文化分析中, 人们遭遇了一个

过去未曾有过文化学问题:能不能出现一个和各

民族文化不同的 /全球文化 0? 如果有, 那么, 这

种全球文化同各民族的地方性文化的关系是什

么样的? 对这个问题, 不同国度、不同立场的学

者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应该说,倡导存在或有可能存在全球文化最

有力的,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当代世界

的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主导的全球化,他们不仅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和受益者, 而且对全球化研究比较深刻, 对全球

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趋向也比较早地关注。

其中, 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效应就是他们关注的

107



重要问题之一。

弘扬全球化的普世价值, 超越国家文化主

权、贬低地方文化特性、整合民族文化的理念, 在

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讨论中流行一时。

在他们看来, 伴随世界全球化进程, 世界各民族

的文化、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之间的融合、交叉日

益加深。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必然带来世界的

合一, 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单一的经济、政治、文化

体系。约汉 #沃格从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的走
向提出, /受技术变化刺激的高度相互依存和脆

弱性, 使新型的全球政治权威和政治统治已经成

为今天的世界所必须 0。172( P118 )
L# A #怀特讲的

更加直接, /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不是简单由一个
国家来统治世界。,,我们强大的动力技术正

在推动我们迅速实现这样一个结局。0182( P372)
在

他们这里, /全球政治 0是一个挡不住的必然性。

随之, /文化的合一 0也是不能避免的, 赫姆

林克从文化学出发提出了 /文化同步化 0主张, 他

认为文化同步化的进程意味着一种宗主国文化

与接收国文化相互沟通、相互融合, 使传统人文

价值的单一向度迅速消失。罗斯诺从国际机制

理论中引申出了 /全球文化0的概念, 认为全球相

互依存的发展使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全球文化

成为可能,能分享共同价值体系的国际社会才是

理想的社会。这些主张, 在表述上虽然各有不

同,但其基本命题是一致的, 那就是经济的全球

化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 普世的文化价值必

然取代文化个性,文化的特殊性最终为普遍性所

取代, 从而形成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和民族文化进

行整合划一的同质性的 /全球文化0。

在这些理论家的思想中, 全球化实际上就是

现代化的全球扩展, 必须把全球化当做现代化的

产物来考察。西化、资本主义化、工业化、商品

化、分工的发展、个人主义的增长、理性化、民主

化等,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构成了一股遍及全球的

力量; 文化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现代性

的全球化。事实上, 文化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

西方价值体系在不同的古老的价值体系中的扩

展,是全球性范围内的西化, 文化全球化就是非

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质化与一体化的过程。

西方理论家提出这种同质化的全球文化观,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中的经

济强势国家,他们的文化在经济的推动和携带下

带有巨大的侵蚀力、渗透力, 能够形成霸权力量,

从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家而言,产生了一种

自觉和不自觉的统治者心态。全球化的发展无

疑为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提供了

生存和发展的更大的全球性空间。然而,我们决

不能不考虑到, 现实的全球化不是平等的全球

化,而是一种参与者之间处于极其不平等的地位

上的全球化,落后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声音总是被

掩盖或弱化的, /今天文化全球化的每一潮流从

根本 上 都 处 于 西 方 思 维 方 式 的 影 响 之

下。0122( P192 )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异质文化和地方

性将越来越依赖于西方现代性。例如,现代文化

趋同的全球化通过商业文化中的麦当劳、可口可

乐、耐克,得以充分体现。

这种同质性的全球文化理念初听起来似乎

有其合理性,但它真的就能够经得起推敲吗?

其实, 对这种 /全球文化0理念的反对声音也

是响彻全球性空间的。日本的星野昭吉从当前

世界民族国家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 认为民族国

家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础, 如

果没有这个基本的文化合法性基础, 民族国家就

不可能存在, 而要形成消弭民族文化的同质化

的、单一性的全球文化, 就必须首先消除现存的

国际关系主体, 即独立的民族国家, 建立统一的

/世界国家 0,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假想, 一种对

现实国际政治关系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因而, 尽

管在全球化时代存在着文化同质化的现象,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统一、同

质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是否存在? 依据民族

国家大量书面记载的文化特征, 回答是否定

的。0122( P190 )
安东尼#斯密斯讲的更加激烈, / -全

球文化 .的观点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除非在星际

空间条件下。0192( P171 )

全球文化体系是由不同行为体的不同文化

构成的,但它不会形成统一的文化或文化认同。

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在全球化时代同样也面

临着挑战。事实上, 现代性一方面会冲击和影响

传统文化, 但是,大部分传统文化依然保留着必

要的认同感。全球化进程会推动各种文化行为

体之间增长着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同时也创

造和强化着不同的文化个性, 全球化的进程越

长,越会造成更多的文化多样性。非西方文化在

认同西方文化方面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全面的认

同和接受, 不同种族、民族自身认同会在全球化

进程中不断增长,这对西方理念中的现代化无疑

也产生反抗力量。其实,与西方主导世界霸权趋

向同时出现的,就是非西方国家对反霸权趋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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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

显然, 关于同质性全球文化的争论是激烈

的,各自观点之间是针锋相对的,而关于 /全球文

化 0上争论如此激烈的根本原因不在别的, 关键

的问题就在于全球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涵义。

也就是说, 全球文化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用的,

其实上述反对全球文化的人并不是一般地反对

全球文化,而是反对特指的全球文化, 即 /同质性

的、单一性的全球文化 0。

全球文化体系的确是一种现实存在, 但同质

化的单一全球文化的说法则是错误的。全球文

化体系是包含全球、区域、民族、种族与地方等不

同层面文化在内的文化体系, 是一个多元共存的

全球文化系统,既内含着与人类共同命运相关的

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 同时也内含着多样性的民

族文化、地方文化,它并不是同质性和同一的, 并

不抹杀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在全球化进程中所

呈现出来并将长期存在的全球文化,意味着全球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冲

突,它内含分离和整合两种文化趋势, 文化整合

与文化嬗变的共时性和并存性显示了当代文化

全球化的基本内容。

三、文化全球化的核心:

文化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事物是作为矛盾而存在的,任何事物概莫能

外,而事物矛盾的精髓是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

间的关系。作为矛盾过程存在的文化全球化运

动,始终是围绕着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或者

文化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而展开的。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关系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永恒问题,

始终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的自身发展以及文化

的交往过程中,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 它的地位更

加突出,显示出新的更加突出的意义。在全球文

化体系的整合运动中, 关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普

遍性文化内容的全球性扩展, 是一个重要的文化

向度, 这也就是文化的普遍主义问题, 另一方面

则是地方性的多样性的文化坚守着文化特殊性

的向度,力图在全球文化体系中保持着自己的独

立性, 二者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文化学

悖论。

在 20世纪后期人类的文化生存过程中, 我

们目击和参与一个巨大的文化两重性过程: 这个

过程的一重含义是特殊性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

的普遍化展开 ) ) ) 特殊性文化的普遍化, 另一重

含义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普遍性的文化价值

观向不同民族文化的具体渗透 ) ) ) 普遍性文化

的具体化或特殊化。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展开,

普遍主义 ) ) ) 特殊主义问题已经构成全球文化

的基本问题,成为整体世界结构化的一个主要轴

心,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渗透, 作为一个铜板的两

面,紧紧维系在一起, 成为一种更加广泛的全球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罗伯森所指出的,

可以概括性地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 /包括特殊主

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这一双重过程

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化。0132( P147 )
在全球化时代, 对

于我们理解文化全球化过程及其衍生结果而言,

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中心意义,

其他问题的讨论, 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

开的。

在现实展开的过程中, 这个核心问题衍生出

两种现实的文化趋势: 一是人们不断经验着的普

遍性以及日益增多的对普遍性的预期;二是人们

不断升腾着的对特殊性文化的关注和日益增多

的对特殊性的预期。这两方面的趋势从出发点

上来看,似乎是对立的,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二

者却又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促成全球文化结构体

系的不断复杂化和日益丰富性, 当然也不断带来

许多现实的文化冲突和不协调。

从前一方面来看, 所谓普遍主义的特殊化,

是指普遍性的东西被赋予全球人类具体性, 就是

不同的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中不断地吸收普

遍性的东西,或者说普遍性的东西不断渗透和传

播到特殊性的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当中。这种

趋势有助于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扩展, 有助

于形成共同性的全球观念,对于解决不断产生的

全球性问题也有好处。但是, 在这个方面, 我们

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如果这种渗透和传播、这种

吸收和汲取是平等的、自主的、独立的, 那么, 就

会使民族性的地方性的特殊性的文化更加丰富,

使当代的全球文化更加绚烂多彩, 使每个民族的

文化更加具有生命力, 同时也能够增加不同民族

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形成一个多样性的、更

加富有生机的全球文化体系。但是, 如果这种传

播、渗透是强行的, 是霸权式的, 这种接受、吸收

是被迫的, 那么, 就会出现某一种被称为、被认定

为是普遍性的特殊文化垄断了世界文化,而这种

特殊文化在披上普遍主义的外衣之后,就肆无忌

惮地侵蚀、渗透、影响甚至中断其他民族文化的

发展, 从而使整个世界的文化同质化, 使全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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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朝着单一的向度发展,世界文化也就缺乏生命

力和多彩性。当今, 在文化全球化中, 就出现了

这样的情况,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打着普遍

主义的旗号,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肆意地渗透和

入侵其他民族文化, 而不考虑其他民族文化的自

主性和独立性, 使世界文化出现了美国化的发

展,这实际上就成为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

从后一方面来看, 所谓特殊主义的普遍化,

就是指特殊性的东西被赋予普遍性的意义, 认为

特殊性、独特性、差异性和文化个性是无限度的。

这种做法有助于比较好坚持民族性,有助于在全

球化的时代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有助于对外

来文化入侵的有效抵制,维护民族国家的文化主

权,对于弱势文化国家来说,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 这种文化态度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另外

的效应。一方面,会造成无视当代文化全球化的

现状, 而孤立地、盲目地坚守自己的独特性, 把自

己的民族性视为不可更改的基点, 把一切外来的

包括带有普遍性的文化内容都视为不应接受的

东西加以拒绝,封闭自己不仅不能够使自己的民

族文化得到发展,而且使自己的文化生命力越来

越脆弱,禁不起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 一旦强行

维护的力量本身受到冲击,比如说内部政治权利

有所变动, 就有可能很快被外来文化侵蚀和破

坏,从而丧失自己的文化独立性。另一方面, 这

种文化态度还有可能造成原教旨主义的产生, 把

自己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极端化为无限的普遍性

的东西,在抵制外来文化和扩散自己的过程中,

采取了极端化的做法, 甚至是恐怖主义和暴力化

的倾向。这也是极端不符合文化全球化的现实

趋势的。

在合理的应当的意义上,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

但是, 在文化全球化的现实发展中, 二者之间的

关系并不是如此理想的。因为全球化本身所存

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性和全球化参与者

的地位不平等, 就造成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中, 存

在着诸多相互冲突和背反的文化问题,诸如关于

文化普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同质性与异质性、

全球性与地方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元性与多

样性等的争论,像一个个幽灵都从潘多拉的魔盒

中来到我们这个星球上,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厮杀, 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关注。

四、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发展前景

文化全球化现实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意味

着它目前还不是一种合理的全球化, 而是一种需

要加以改造使之更加健康发展的全球化。在发

展和改造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 我们要特别注意

通过正确处理全球文化互动中的多样性和统一

性的关系, 推动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

健康发展。

首先, 要在坚持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全球文化互动,强化人类共同的文化价

值观。一方面,要大力发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文

化精神,继承民族文化中优秀的合乎现代发展的

文化, 巩固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要大胆

地广泛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以丰富和发展自

己的文化。

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是一个根本不能忽视的

问题, 每一个民族要实现独立, 就必须保持其民

族文化的独立性形态。在文化社会学看来, 民族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认同, 如果这个集体认同

意识弱化或消失,那么这个民族国家的存在也就

失去了文化合法性。这种社会学观点,对于现代

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一种

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政治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文化

合法性前提就是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对外民族的

差异性,没有这一点,民族国家就缺乏文化的根基。

正因为如此, 世界文化大会的宣言指出, /每一种

文化都有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尊严和价值 0,

/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发展其文化0。1102( P156 )

同时,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 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 它

们都必须在全球文化的互动中存在和发展, 因而

民族文化必须积极同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 参

与全球文化互动。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每一个民

族都应该有选择性地容纳和调和其他文化, 把外

来的文化有机地吸收到自己的文化当中,从而在

吸收中壮大自己的文化。其实, 任何外来的文化

都可以成为本民族文化发展的 /文化资源0,在坚

守自己的文化独立性的前提下, 大量的吸收外来

文化的积极性因素,就能够壮大自己的民族文化,

同时也能够加强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其实,在

20世纪的后半期,东亚各国就是将西方的现代化

思想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民

族文化精神,推动自己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但

是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集体认同。在这个

方面,日本和韩国, 就是典型的代表。中国也做出

相当大的成绩。正如罗伯森所说的, /特定社会的

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是它们与全球体系中其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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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的结果。换言之,民族社会的文化是在与其

他重要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分别形成的。由于同样

的原因,全球文化本身部分地说也是从民族社会之

间的具体互动的意义上创造出来的。0132( P163 )

按照民族构成的社会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

并不会消亡,民族国家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仍然

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正是

一个多元化文化的社会,是一个由异质性文化构

成的全球文化体系。在这里,普遍性的人类文化

价值观不断地渗透到个民族文化当中, 另一方面,

各民族文化也在和其他文化的交融中更加丰富和

发展,从而更加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说,特殊性

的民族社会、民族文化和普遍性的全球性的人类共

同价值观的并生是当今文化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其次,在关注民族文化的前景问题时,我们当然

要涉及地方性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方面,地方性问题正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才更加突出出来,全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

地方文化相互联结, 以及文化发展超越有限地域

的结果, /促进地方性,只有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

的基础上才有可能0, /提出一种将地方性的东西

排除在外的关于整个世界的观点存在着某种内

在的危险。0而且地方性问题也只有在全球性的

大背景中才能真正解决。 /地方性问题, 只有通

过承认它们埋置在大得多的背景之中,才能有效

地加以处理。0132( P247, 254)
所以, 对于地方性问题,

我们坚持的基本思路应该是 /从全球着想, 从地

方着手 0。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会对地方文化

产生强烈的冲击,地方文化也会在这种巨大的压

力和影响下作出自己的反应。地方文化指生活

在一个彼此相识的狭小、有限空间之中的人们所

共享的宗教、崇拜物及仪式, 它能够将人们聚拢

到特定场所, 并赋予人们共同的历史感、责任感

和归属感。地方文化与人们的地方性认同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地方性认同和地方归属意识是

地方文化的根基。地方性及其认同总是伴随着

一种相当重要的真实性感觉, 它内在地把地方性

环境中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毋庸置疑,全球文化

潮流在很大程度上否定、限制或修正着地方文

化。地方特性认同与地方文化涵义被全球文化

的同质化所侵蚀。

但是, 无论如何, 全球文化不可能消除地方

文化。全球文化影响地方文化及其认同, 但这并

不意味着将其改变成同质的全球文化。绝大部

分的地方文化与认同并不可能为同质化的全球

文化所侵蚀。而且有些情况下, 全球化反而增强

了地方文化抵抗全球化的力量, 或者代之以地方

与全球相互渗透的混杂文化。这是因为, 一方

面,生活在现存世界的人们必然是现实地生活在

具体的地方性的环境当中,尽管受到全球性力量

冲击越来越大,但是地方性环境依然是他们超越

不了个体生存空间。地方性认同不可能在短时

间内消除, 地方文化的根基依然是牢固的。另一

方面, 现代全球化的不平衡性当然会造成发展中

国家的文化抵御和文化反击。全球之间交流的

障碍越来越少,世界变为更加紧密、单一,通讯技

术的力量使全球性流动成为可能, 这给发展中国

家和第三世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机遇,同时也

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压力。在西方文化霸权力量

的冲击下, 特别是第三世界可能会竭尽全力抵制

文化全球化进程,以谋求维护他们的文化主权。

再次, 在思考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时候, 我

们还必须反对所谓 /民族整合神话0。

古典社会学在以社会 - 个人问题为中心展

开讨论的时候,引出了关于民族社会同质性的问

题。它认为民族社会是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实体,

在民族内部不存在文化差异性问题, 一个民族社

会就是以一个中心价值观体系为维系的,这是民

族社会的基本特征。由此, 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

整合自己的民族文化, 形成唯一的没有内部差异

的集体认同。这就是被玛格丽特 #阿切尔所称

为的 /文化整合神话0。按照这样的说法,一个民

族的文化是不可能有差异的, 是铁板一块的, /所

有被认为有生存能力的社会从规范上看都是整

合的, 文化在这方面发挥了主要功能。0132( P159 )

但是, 我们要说的是, 民族文化的中心价值

观,并不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全部, 民族文化有

其共同的东西, 有其普遍性的中心价值观, 这个

价值观是整个民族都认同和坚持的, 是这个民族

的文化之根, 但除此之外, 民族文化还包括有更

加丰富的内容, 也是一个多样性的构成。就像中

华民族的文化, 不仅有汉族的文化, 还有其他各

种少数民族的丰富的文化形态, 他们之间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

并丰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价值观。所以说,

民族文化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共同

体,而是一个一元多样性的文化共同体。当今的

全球文化, 也应该是这样的结构复杂、内容丰富

的异质性的文化共同体,当然在这种异质性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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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中,也存在着一些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这种文化整合的神话, 被运用到全球化当中,

就会出现诸多问题,给人们理解全球文化的实质带

来许多麻烦。 /我们在全球层面上思考文化的困

难,有很多起因于这种观点, 起因于将社会看作一

元性单元0, /对文化上有内在一致性的民族社会

这一观点的信奉,使我们看不到作为整体的世界已

经围绕一套一套关于全球状况的不断变化的定义

而越来越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0132( P161, 164 )

特别是,一些国家利用这种 /文化整合的神
话 0来处理全球文化发展问题, 并为自己的文化

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寻找理论基础。被玛格丽

特 #阿切尔称为是 /向上合并主义者 0就是这样,

他们认为 /文化来自于某个系统的能动者, 并由

其强加给某个集体的其他成员 0, 在他们看来, 随

着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全球性的生存成为必

然,于是,全球文化就必须是一个同质性的文化

实体, 这样, 文化整合就成为全球性的文化整合。

一些强势文化就试图把自己看作是整合者, 而其

他民族的文化则成为被整合者, 他们力图通过文

化渗透文化侵蚀, 来消融其他民族文化, 其结果

就是文化霸权的现实。

总之, 我们在全球化时代, 要坚持一种与文

化全球化历史趋势相适应的、以文化创新为核

心、以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弘扬人类共同

的文化价值观的文化理念,在坚持民族文化的独

立性的同时又反对多样性文化之间的阻隔性, 在

坚持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又反对个别

文化的霸权主义,在坚持不同文化的传统建构的

同时又支持这些文化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 在谋

求形成一种差异融合的全球文化体系的同时, 大

力发展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1参考文献 2

112 [意大利 ]欧文# 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 [M ] .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22 [日 ]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 [M ]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132 [美 ]罗兰# 罗伯森. 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 M ] .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42 [美 ]戴维# 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52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 [ M ]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

社, 1998.

162 [法 ]雅克 # 阿达. 经济全球化 [ M ]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00.

172JohnV olger: R egim es and G lobal Comm ons: Space, A tm osphere

and Oceans, in Anthony G. M cGrew, at a,l G lobal ization and the

N ation- S tate, Cam bridge, Po lity Press, 1992.

182 [美 ] 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 ) ) 人类与文明研究 [M ] . 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192Sm ith, An thony D, Tow ards a G lobal Cu ltu re? Theory, Cu ltu re

and Society, 1990, 17 ( 2- 3) .

1102世界文化大会.原则宣言 (第 1条 ) [ A ] .欧文# 拉兹洛. 多

种文化的星球 [ C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The G lobalized Cultural Effect and the Prospect of Ethnic Culture

JIN M in- qing

(M arx ist Institute, Ch inese Academy o f Social Sc iences, B 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G lobalization m akes a gradua l ach ievem ent in term s o f its spec ia l e ffects in the cultural fie ld. Cu lture conflicts and

cu lture b lend ing constitute the un ique cu ltura l landscape in the era o f g loba lization. There are two antagon istic pe rspectives about

the g loba lized cu ltura l system: / sing le homogene ity0 and / mu ltivar iate coex istence0. The oppos ition actually reflects the funda2

m enta l con flic t in the cu ltura l g loba liza tion, wh ich is betw een cu ltura l universa lism and cultural spec ia lness. Such contrad iction

has becom e the basic prob lem in g lobal culture. In the age o f g lobalization, w e should pay spec ia l atten tion to the relationsh ip

betw een diversity and un ity in globa l cultural interaction so as to prom ote the hea lthy deve lopm ent o f the ethn ic cu lture, to partic2

ipate in the g lobal cu ltu ra l inte raction on a basis of ethn ic cultural independence, to m ake a balance betw een the diversity and u2

n ity of lo ca l cu lture and g lobal culture and to oppo se the so- ca lled / ethn ic in teg ra tion m y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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