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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是面对21世纪全球化影响下提出的对如何发展中国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和谐相

处、民族文化如何形成多元有序格局的应对方案。面对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参与构筑

人类文化共同体，重新审视“文化自觉”具有新的时代含义。文章梳理了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概念，同时

结合当代学者的研究实践，从态度、目标、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了在新时代下“文化自觉”的内涵发展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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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i Xiaotong’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a solution to how to develop Chinese culture, how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world culture, and how to form a diverse and orderly pattern of na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face of major changes in today’s 
world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ese culture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cultural 
community, and reexamine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ith new meanings of the times. The article 
combed Fei Xiaotong’s concept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cultural con-
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attitude, goal an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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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凸显。人们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也带来世界各地多种文化的

接触和碰撞，这引起人类心底最深的疑问：我们为何会这样生活？我们和他者的生活为何不同？我们这

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在人类这样迫切的对本地文化认识的需求下，耄耋之年的费孝通先生提

出了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

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费孝通借由文化自觉的概念开始思考文化的人文价值。 
时至今日，21 世纪快走过了它的头 20 年，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新冠疫情的威胁更

像阴霾一样笼罩在各国上空，直至今日抗疫最有效的不是科技，而是几乎原始的“隔离”，全球都是如

此。因隔离而引发、激活的对“他者”的猜疑、歧视和攻击更是比新冠还可怕。“新冠病毒”被加上许

多有政治、文化偏见的联想。全球化发展到了今天似乎也出现了逆向发展的趋势，身份、种族、民族的

隔离，他者和我群的矛盾逐渐凸显。站在今天历史的门槛上，回顾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念，指导各

国文化交流，具有新的历史要求和迫切。正如他所说：人类在开展各国文化交流之前，应当先清理自己

的过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样貌和历史，明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如此才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

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有这般面对危机和集体恐慌时，从内部先寻找原因，加强文化转型

的自主能力，适应新环境，寻求文明的对话、文化的交流，才能突破隔离和分裂。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

的悲剧还在眼前，人类的猜疑和分裂导致的历史教训已经足够深刻。 
本文通过对费孝通文化自觉一系列文章的梳理，从学理角度分析了文化自觉的提出的脉络，并借此

指出文化自觉在当今的时代要求和意义。 

2. 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社会性和文化自觉 

1997 年费孝通在《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一文中，从社会学的角度首先论述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特质：历史继承性和社会性，继而引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 
所谓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在费孝通看来这就是“个人–社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个体在降

临之初是作为生物人而具有了生命，但是生物人一旦接受社会的文化，那就成为了“社会人”，这样个

体才能够生活，才得以与人沟通、交流。因为我们总是在继承上一代人的文化，传承着这个社会的生活

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继承性，使得文化超越了个体具有了超时空性。个体作为一个生物体总是难逃死

亡大关，但是个体先后死去时间的参差不齐，构成了生存时间的“差序格局”，这也是费老在文中所说

的“不朽”，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但个体的继承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问题又回到了社会人本

身。文化本来就是个体在与自然相处中生产的行为方式，是人创造的。这种个体创造的模式一旦被大多

数人(集体)所认同，就成为了文化，得以传承。这是文化的社会性。但在这种代代传承，如果文化不能适

应客观的时空变动，就需要出现新的东西。个体还会对文化进行改造、创新，被社会认可后再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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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循环。因而文化具有社会性和历史继承性始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连续体。 
那为何中西文化的相处中会出现矛盾呢？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三连

跳，改变了以往文化继承的手段。现代社会更多的使用电子产品为媒介来传递和沟通信息，西方文明表

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断裂性，这种“动态的”、“热的”社会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和继

承性有着对立和矛盾，因而表现出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 
至于为何这种矛盾在中国表现的极为剧烈，除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在文化逻辑上的矛盾以外，中国

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始终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为中西文化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上。

西方的文明是天人对立的，而中国文化中一直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深层次的价值观上的对立，

使得中国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不能够完全复刻西方的老路子，这就是费老指出的“文化自觉”，即“生

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

向”。费孝通进一步指出，文化自觉十分重要，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

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要与其他文化一起，

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能过与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 
总结来看，“文化自觉”的概念强调了双重任务：一是要认识到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二是要在把

握自己文化特点上考察中国文化对于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能有什么贡献。就像费孝通在文末指出

的，“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全世界面临的一个新世界里，西方中心的‘天人对立论’的自然观必将得到纠

正，而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这对此将要承担自己的新责任。[1]” 

3. 文化自觉的新时代内涵 

对于“文化自觉”的讨论从费孝通提出后一直到现在的讨论一直未停止过，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

的地位提升和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新思考如何对待其他民族

文化，寻求世界文化和谐共处的秩序的讨论，“文化自觉”的概念有了新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结合如何

实现“文化自觉”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发展文化自觉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3.1. 文化自觉的态度是认清自己的文化，同时必须正确对待他人文化 

科学的认识自己的文化并不容易，从 8 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开始产生碰撞交流开始，思想界就如何对

待中国传统文化就始终处在讨论之中，各类观点甚嚣尘上，从未止歇。从“全盘西化”、到“中体西用”

等等，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未能达成统一。即便是提出了“取其精华、其其糟粕”的主张，但是

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的屈辱史使

得知识分子们骨子里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始终未能立得住，出了问题也总是从传统文化中寻由头，批判中

国传统文化不能向现代转型。就像费孝通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优秀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

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认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没有能够达到‘知之’的境界

[2]”。而要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莫不过是要“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的历

史和现状”[3]。文化是人的文化，认识文化首先要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逃不脱对中国人世界的认

识、解释，从这才能够正确看到文化的价值，不自卑也不过分夸张。 
当然要清楚的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同时也是适用于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和

各地区的。为此费孝通写过《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各种文化之间既要“各美其美”还应“美人

之美”，“需要懂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为什么不同，只有有了比较研究才能谈得上自觉。[4]” 

3.2. 文化自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美好的社会——“天下大同” 

费孝通 80 岁生日提出的处理文化差异的十六字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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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实现“文化自觉”由低到高的发展程度向高层次的步步提高。“各美其美”是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

“美人之美”是要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取得文化价值标准上的共视，而最终“文化自觉”追求的终

极标准就在于“天下大同”。 
事实上，人类追求美好和谐社会的思想从来不分中西差异。古希腊西哲提出的“理想国”、中国古

代《礼运·大同篇》提出的“天下为公”，都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身处在 21 世纪，经

过几百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人类已经具有绰绰有余的能力能够为全人类提供丰衣足食的物质条件。

实现美好的大同世界，缺的是普遍接受的道义观、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平等相待这类精神条件。而要

做到这一点，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要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平等交流代替

武力冲突，和平解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矛盾。这也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国际社会终将成为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同社会。尤其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各国的利

益在彼此合作中进一步加深，全球各国日益进入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统一体中，在这样的情况

下，任何国家的发展、进步尤其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像是补足木桶中最矮的短板，只有它们的

进步才能够让木桶能够盛的更多。全球的进步将不再取决于超级大国的进步而更多的在于贫困国家的补

缺。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国利益日益形成一个标准，文化间差异的宽容和弥合将决定共同体存在的持

久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各国的文化差异不是被消除的，而是要被鼓励展现，要在多元文化中寻

求统一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正如费孝通在文章中所说的“中国文化天人感应”的哲学基础将起到非

常大的贡献，是“和”文化、“礼”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复兴和价值展现，这也是“文化自觉”的第二重

内涵。 

3.3. 完成“文化自觉”的方法，需要创建现代中华文化 

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

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为止，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它文化一起，取

长补短，建立一个由共同认可的基本标准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

件”。这个共处条件，通过对西方现代文明历史性断裂和“天人对立”的论证，他指出，中国文化追求

“中庸之道”、追求一而二、二而一与“大同”思想的融会贯通、以及“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

思想将对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化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也是“文化自觉”所需要达到的使命，创建在这个全

球化世界中，更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中华文化。 
这一创建需要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和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

异性的角度出发，以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为引领，让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

社会到信息社会这个三级跳的阵痛中缓和为目标，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华文化[5]。这一文化的

转型是能够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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