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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振兴的根本之道

○  任彦申

世 界 的 本 质 在 于 “ 多 ” ， 而 不 在 于

“一”。在自然界，单一物种会很快灭迹。在

社会，单一文化也难以持久。正是文化的多样

性、差异性，构成了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文

化生态系统。多元共生，这才是繁荣的标志、

活力的源泉、强大而持久的保证。

历史上任何一种强盛而持久的文明形态都

不是单一文化自我繁衍的结果，而是多元文化

相互交融、有效整合的产物。中华文明所以奔

流不息，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线，根本原因就在

于中华文明以“和”为核心理念，和而不同，

兼收并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形成了多元

统一的基本格局。和而不同、多元统一，这是

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关系兴衰存亡之道。什么

时候坚持了这个理念，中华文明就生机勃勃、

繁荣兴盛；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个理念，中华文

明就失去活力、衰落凋敝。中国历史上几个太

平盛世的出现，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就在于

奉行了这一理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我国发展

文化、繁荣学术的基本方针，是从文化发展的

正反经验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对于思想文化中的不同观点、不同意见、

不同流派、不同风格，怎样判断其真伪、是

非、优劣呢？地位高低、权力大小、人数多

少，这些都不是裁判的标准，只有实践和时间

才是最公正的裁判官。 古今中外，昨是今非、

昨非今是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文化艺术中的

不同种类、不同流派、不同风格，本无所谓对

错优劣，也用不着谁来裁判。比如京剧旦角中

的梅、程、荀、尚四大流派，歌曲表演中的民

族、美声、通俗、原生态四种唱法，究竟谁好

谁不好呢？这完全取决于观众的审美习惯、兴

趣爱好，用不着区分高下，也不必统一认识。

提倡“百花齐放”，就是坚持“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承认多元思想文化的生存

权，给予其公平展示的机会。一花独放不是

春，只有百花齐放才是文化艺术的真正春天。

实行“百家争鸣”，就是给予人们独立思考的

空间，追求真理的自由。争鸣的过程就是人们

发现真理、接受真理、完善真理的过程。对于

争鸣中的偏颇和探索中的失误，应当奉行“不

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主

义”。 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用禁止、压

服的办法不能奏效，相反，往往是禁而不止、

压而不服。你可以让人们不说，但不能让人们

不想。对于不同学术观点，采用斗争、批判的

办法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很难相信，一个人

的观点靠七斗八斗就能改变过来。在“文革”

中曾被扬言“批倒批臭，扫进历史垃圾堆”的

孔孟之道、儒家学说，今天不是又恢复了它应

有的地位和尊严了吗！

实行“双百”方针，需要有一种宽容、宽

松、宽厚的社会心态和思想环境。宽容是多元

共生的条件，是避免多元冲突、矛盾激化的缓

冲地带，也是求同存异、最终达成社会共识的

途径。宽容不是弱者对强者的乞求，也不仅是

文人之间的包容性美德，更重要的是对强者、

对当权者而言的。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有讲宽

容的资格。作为领导者应当懂得，对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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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处理文化事，不要轻率地显示权力，动用

权威，而应当尊重思想自由的价值，承认多元

共生的权利，容忍异己声音的存在，慎用手中

权力，避免强加于人。

当然，任何宽容都不是无原则、无边界

的，它必须以合法为原则，以不伤害他人利益

和公共利益为界限。正如伏尔泰所说：由于他

们不是疯狂者，所以才值得被宽容。

我们见识过这样一类学者：他们自以为

“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几乎

看不惯周围的一切，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

他们以“思想者”、“批判者”自居，不

愿去做任何脚踏实地的建设性工作，对行动

者、建设者总是百般挑剔，对油盐酱醋茶等生

活事务懒得理睬，对国家利益、社会大局也满

不在乎，似乎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

他们凭借着一点小才气、小聪明便傲视一

切，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别人朝东他偏朝西，

语不惊人死不休，处处显示与众不同。对过去

的一切他们都要重新评价，而且专门喜欢挑战

名人，以为只要和名人交火自己也便是名人

了。

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自己从不懂

得尊重别人；他们希望别人宽容自己，而自己

从不想宽容别人。

这种人实际上是学术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是自由宽松环境的干扰者和破坏者。

在社会的多元意识形态成分中，并不是不

分主次、平起平坐、各行其道、互不干涉，其

中必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这

种主流意识形态应当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密切适应，应当具有先进性、普适性，对

其他意识形态具有统领和整合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

56 个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分分合合而整合成一个

统一整体，再加上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各种

人群之间在发展水平、文化特点、宗教信仰、

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有一个

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社会目标以及为绝大

多数人所接受的公共价值观，否则，就会四分

五裂，一盘散沙，纷争不已。

在当今中国，这种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主流

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不

是外部力量强加的，也不是照抄照搬过来的，

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扎根中国文化，以

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目的。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

观”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成果。这些理论成果都紧紧围绕着“拯救中

国”、“振兴中华”这两个近现代中国的头

号问题，正确地回答了怎样进行中国革命、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共产党这

些根本问题，以强国富民的实绩赢得了人民

的信赖，并被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为

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些理论而没

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决不能轻信

别人的诱惑或屈服于外部的压力，轻易地放

弃自己的指导思想。


	2013.03全_部分91
	2013.03全_部分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