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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中，我们欠缺什么

盛宁 

国内常听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一种说法。这应该是指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的独
特性、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上，倘若雷同，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基本存在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全球化时代仍需要的是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互动。

然而，当我们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差异性之后，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认
为只要是“民族的”，就一定是“世界的”，这恐怕又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一种简单化的思维
方式，缺乏一种深层次、辩证的思考。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人之所以能够彼此理解，相互沟
通，不同文化之所以能够交流，我觉得是因为在至高的精神层面，肯定还存在着某种普世共通的
精神价值。

毫无疑问，中国具有她的一个独特而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必须明智地承认，这一文化其
实并不具有一种为其他民族欣然领受和仿效的影响力。我们只有在自己的文化、包括在我们古老
的传统文化中，将那些不仅具有优秀的民族特点、而且能将这些民族特点上升为具有普世性精神
价值的文化遗产发掘、清理出来，让这样的文化加入到今天能够为世界大多数民众所认同、赞赏
，并化为己有的价值体系之中，那么这些文化才能变成是“世界的”共同文化财富。

在此我不禁想到我们长期以来的对外文化宣传。无论是我们走出去办文化展览，还是在家里接待
来自世界各国的宾朋游客，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京剧、烤鸭、熊猫⋯⋯而当
我们看到外国友人对我们的大好河山，对我们种种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啧啧赞叹的时候，
我们便自得地以为人家对中国文化表示了认同。殊不知，这种第一眼的赞许其实与真正的文化认
同还有相当的距离。真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在我看来，那应该是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
所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应该体现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一种能让人心悦诚
服、欣然领受、乐于付诸实践的价值观。长城、故宫、兵马俑、丽江古城和苏州园林等这些文化
遗产和景观，固然美轮美奂，令人赏心悦目，然而，所有这些历史的文化遗产，却并不能自然地
等同于你今天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影响力。遗憾的是，我们——特别是负责文化宣传的有关部门和
机构——对于这一点还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

文化学者余秋雨曾谈及他亲历200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和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感受。汉诺威
世博会开幕前，根据当地的民意测验，中国馆在“最想去看的馆”一项中排在第二位。然而，那
次世博会上的中国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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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灯箱，再就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
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结果，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几乎很
少有人在馆内的某一个角落停下脚步，都只是用了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而在2005
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中国馆显然也是做出了努力，但在宣传理念上还是没有太大的改观。当时
，世博会的大门口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
间，那块屏幕不啻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譬如，法国三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日本
四小时，而中国馆门口却基本不需要等候。

余秋雨说，这两次世博会上的窘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1）自以为
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一个真正能吸引人的中华文化的象征图像，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
；（2）几乎不知道当代国际的高层审美趋向，把各国观众都幻想成了“爱国老华侨”；（3）连
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
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4）盲目高估了
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
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所以，我们与德国馆相比，缺少了智慧的巧思；与法国馆相比，
缺少了自嘲的幽默；与日本馆相比，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与韩国馆相比，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
丽⋯⋯加在一起，中国馆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象，欠缺亲切，欠缺互动。

这诸多的“欠缺”合在一起，反映了我们在认识上缺乏一种文化的自觉，这就是忽略了文化在至
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一种人类共通的普世价值，结果有意无意地将民族价值置于人类普世价值之
上，造成了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障碍。

1．从文本上看，下列不能体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法的一项是（ ） 

A．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的独特性、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上，倘若雷同，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基本
存在价值。 

B．因为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存在着某种普世共通的精神价值，所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人
能够彼此理解，相互沟通。 

C．200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展出的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
料模型等。 

D．世博会德国馆所体现的巧思、法国馆所体现的幽默、日本馆所体现的创新、韩国馆所体现的
通俗的亲切和美丽⋯⋯ 

2．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汉诺威世博会期间，观众“排队”进中国馆，说明对中国馆有期待；“匆匆走过”说明他们
对中国馆的展出内容不认同。

B．虽然也做出努力，但因在宣传理念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日本爱知世博会期间，外国观众对中
国馆一点也不感兴趣。

C．余秋雨认为，政府部门层层审查的行政行为导致的文化窗口设计的平庸刻板是造成两次世博
会出现窘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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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余秋雨认为，盲目高估四大发明、出土文物等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是造成两次世博会
出现窘境的原因之一。 

3．在对文化价值的认识上，作者不完全认同“只要是‘民族的’，就一定是‘世界的’”这种
观点，从文本中看，原因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C 

2．B 

3．因为 “民族的”文化价值要想成为“世界的”文化价值，不单纯看它是否具有“民族的”独
特性和差异性，关键要看它是否具有能够为“世界”所认可的带有普世性的精神价值。

 

更多 阅读理解 请访问 https://xiaorob.com/zhuanti/ydlj/

文章生成PDF付费下载功能，由ECMS帝国之家开发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3 / 3

https://www.zhann.cn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