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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对湖湘文化创新的影响及对策 

黄　昕，孙敬睿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文化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去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理念，创新湖湘文化，
同时，又对湖湘文化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个性形成严峻的挑战。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湖湘文化，首先，必须保护和传承湖

湘文化的精华，其次，要按照时代的要求对湖湘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型，再次，要在文化交流中吸取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丰富

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促进自身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湖湘文化；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５６－０４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ｕｎ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ＳＵＮＪｉｎｇｒｕ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ｎａｎ４２１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ｓｗｏｒ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ｏｆｒｅｅｏｕｒｍｉｎｄ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ｂｓｏｒｂｔｈｅｉ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Ｈｕｎ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ｏｆｏｒｍａｓｅｒｉ
ｏｕ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Ｈｕｎ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ｎ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ｉ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ｏｅｎｒｉｃｈ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ｕｎ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ｉｔｓｏｗｎ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
济上相互依存、交往和促进的同时，在文化上也相

互吸引、相互传播、相互影响。在不同文化交流、碰

撞、融合的过程中，相互之间往往会因为对方的渗

透、传播而发生一些改变。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本土

文化，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文化交

流与文化冲突中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是我们当

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　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全球化是指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联

系与依赖日益密切，相互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相

互渗透与融合不断增强，全球一致性因素不断增长

的过程和发展趋势。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

化，也包括政治、文化、科技、信息等方面的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

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文化全球化

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全球化时代，

人类的实践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拓展，突破了原

有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交

往等实践方式的全球化，如同全球化一样，文化全

球化呈现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第二，文化关系的重新构建。从本质上说，文

化全球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跨国界的文化交

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０８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全球化对湖湘文化创新的影响及对策研究”（１０１１２７８Ｂ）
作者简介：黄　昕（１９６８－），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研究。



黄　昕，孙敬睿：文化全球化对湖湘文化创新的影响及对策

流、文化交往等实践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在文化

价值观、文化模式方面的冲突与整合而建构起来的

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

第三，文化的异质性认同。文化全球化进程中

的同质化与异质化是相伴相行、不可分离的两个方

面。文化全球化不会消除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也

不可能解决原有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人们对世界

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也必然带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的印记，因此文化全球化是文化的异质性认同。

第四，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文化全球化不是

单一的状态，而是一个进程。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

中，文化全球化又类似于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因

为文化全球化不是单个人、单个地区、单个民族、单

个国家的行动，而是全球无数个人、单位、民族、制

度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　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蕴涵丰富。从广义来看，

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

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

性的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等的总和；

从狭义上看，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

的文化精神。［１］

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湖湘文化具有以

下特征：

一是民俗性。湖南人有着刻苦耐劳的“霸蛮”

性格，说话以直率、泼辣著称，这就造就了湖湘文化

的民俗特色：崇尚进取创新，反对因循守旧；崇尚实

际，不尚空谈；倡导朴实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等等。

湖湘文化的民俗性就是它的文化个性与文化特征，

是它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应对文化渗透、文化冲

突的文化优势。

二是包容性。湖湘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融汇

百家的文化。从湖湘文化演变的过程看，它历经了

历史上的三次大融合：南宋时期，理学思潮兴盛，湖

湘学派崛起，形成了古代湖湘文化；近代时期，西学

东渐，与经世之学链接，古代湖湘文化转变成近代

湖湘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湖湘文化的巨大社会效能

充分发挥。这三次文化大融合足以发现湖湘文化

具有包容性的特征。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使湖

湘文化能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正确对待其他文化。

三是开放性。湖湘文化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

文化，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近代，湖南人魏源在

其《海国图志》中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

宪制和美国的民选总统制，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响亮口号。［２］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后，又是几位湖

南人将这一口号付诸实施，他们是曾国藩、左宗棠、

郭篙焘等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

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马

克思主义同湖湘文化相结合，将湖湘文化推向了健

康发展轨道。总之，随着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

的逐步加深，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品质更加突显。在

文化全球化时代，湖湘文化的开放性，使它能不断

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使自身不断得到优化和发展。

四是时代性。湖湘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

是能通过吸收那个时代的最新文化思潮、文化成

果，不断创新自己的文化内容与表现形式，充分体

现时代精神，做到与时代同步伐，打上鲜明的时代

烙印。当前，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湖湘文化必

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

观，不断总结湖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经

验，同时，吸收国内其它区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最

新成果，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三　文化全球化对湖湘文化创新的影响

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湖湘文化不可避免地会

遇到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这种冲

击一方面严重地消解湖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另一

方面又给湖湘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和驱动力量。

（一）促进作用

从历史上看，凡是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在与其

它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通过吸收异质文化先进因

子来实现发展的，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在封闭状态下

存活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多种区域文明彼

此碰撞、冲突激荡、相互吸引、融合创新的历史。［３］

因此，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给湖湘文

化的创新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提供了丰富资源。

首先，文化全球化推动了湖湘文化与世界文化

的普遍交流，从而突破了湖湘文化局限于湖南本土

的狭隘视野，转而从全球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构造

新时期的湖湘文化。这对于湖湘文化的创新发展，

无疑是个很好的机遇，也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驱动

力和外部条件。

其次，文化全球化有利于我们吸收国外先进文

化的理念和优秀文化因子，为湖湘新文化的形成创

造条件。在文化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湖湘文化与

世界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因而接触国外先进文化

理念和优秀文化因子的几率也就更大，这对于湖湘

文化的丰富、创新与发展，毋庸置疑，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孕育之地，只待它充分汲取养料，结出最丰硕

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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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文化全球化有利于我们借鉴西方文化发

展的经验教训，利用各种有效的文化资源尽快建构

起能使湘人从中获得维系力和聚合力的崭新的价

值体系，促进湖南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文

化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下，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教训，去其糟粕，用之精华，

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错路，尽快地发展湖湘文化，

使其不断壮大，作为一种先进文化而被继承和发展

下去。

（二）消极影响

文化全球化在给湖湘文化带来创新发展机遇

的同时，也给湖湘文化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首先，对湖湘文化的主体地位形成严峻的挑

战。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思潮

风云激荡，西方敌对势力更是利用多种形式搞意识

形态渗透，如何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坚持湖湘文化

转型的正确导向，如何在多元文化冲突背景下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如何结合湖南文化自身实

际情况实现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如何使湖湘文化

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等等，

这些都是对湖湘文化在新时期实现创新发展的严

峻考验。

其次，引发湖湘文化的认同危机，使湘人怀疑

湖湘文化的现代价值，这对湖湘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构成极大的威胁。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冷战
的结束，尤其是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湖南大众

文化市场到处都充斥着来自国外的大众文化产品。

由于受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其中，消解理想、嘲弄

价值、调侃人生、亵渎崇高、淡化责任等现象屡见不

鲜。［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湖湘文化中“敢为人

先”、“求真务实”、“乐于奋斗”、“积极进取”等优良

传统和价值观念却面临被遗忘、被抛弃的危险，显

得曲高和寡，十分落寞。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湖

湘精英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不可否认的负面

影响，湖湘文化的优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因而也

就使得湘人怀疑湖湘文化的现代价值，甚至对湖湘

文化进行全盘否定。

再次，导致湖湘文化与其他文化产生更多冲

突。亨廷顿曾经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

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从而对正常的文化交流

心存疑虑，或是不加分析地把本土固有文化奉为

“国粹”。在如此偏激的心态指引下，结果只能是激

化文化间的冲突，又阻碍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全

球化时代下，多种文化交融冲突的现象屡见不鲜，

如果没有及时吸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过滤其糟

粕，及时将湖湘文化和其他文化相融合、渗透，只是

一味的排斥与冲突（这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是与民

族虚无主义相对应的另一极端），［５］那么，在此状态

下，文化全球化就只会加剧湖湘文化与其他文化的

冲突，这对于湖湘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利的，甚

至会造成不必要的阻碍。

基于上述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中，湖湘文化必须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潮头，立足

传统，面向现代，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四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方略的湖湘文化

文化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文化理

念创新、价值观念创新、文化制度创新、文化形态创

新、传播手段创新、文化产业创新等许多方面，需要

我们多视角、多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面对文化全

球化对湖湘文化形成的巨大冲击，我们应该采取怎

样的有效措施来推进湖湘文化的创新，这是当前湖

湘文化学者亟需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应从

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要保护和传承好湖湘文化的个性与精

髓，保持湖湘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文化全球化是以

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具有不

同的个性与特征，才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才会产

生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湖湘文化的个性、精髓是

其在文化交流、文化碰撞与文化融合中生存与发展

的根本，也是湖湘文化影响广泛、魅力非凡的重要

因素。湖湘文化的创新，必须以继承湖湘文化的个

性、精髓为前提。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要保持和彰显湖湘文化

的个性与精髓，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弘扬八种精神：

一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追

求理想信念，认准奋斗目标而坚忍执着、百折不挠

的进取精神；三是思变求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四是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务实精神；五是融合百

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六是敢做敢为、不怕牺牲

的斗争精神；七是倔犟勇武、舍身取义的大无畏精

神；八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

第二，要结合湖南的实际，按照时代精神的要

求对湖湘文化进行改造和创新。湖湘文化中的一

些腐朽、过时、落后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已经远

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进步和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要保

持湖湘文化的蓬勃生机与竞争实力，就必须按照时

代的精神内涵对其进行改造和创新。

首先，要改革政治文化，建设经济文化。素以

推动历史为己任，以政治业绩为荣光的湖南人，在

当今时代，要将文化心理从传统政治本位转换为时

代经济本位，实现由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换，由

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的转换。

其次，要改革重农文化，建设重工文化。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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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浪潮的蓬勃兴起，工业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发

展的主流。尤其是在工业化还仍然落后的湖南，我

们必须实现由重农文化向重工文化的转换，这是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的需要，是农业大省转变为

农业强省的需要，更是农业大省转变为工业大省、

财政弱省转变为财政强省的需要。

再次，要破除计划文化，建设市场文化。少数

湖南人头脑中的计划观念相当顽固，“等、靠、要”思

想严重，“小而全”观念突出，因此，要发展湖南经济

就必须更新观念，真正实现由计划文化向市场文化

的转换。

第三，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促进湖

湘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由于文化具有可解析性、可

拆解性，异质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撞击与相互激

荡，对于整合、发展先进文化是特别有利的，尤其是

对于低势能民族文化的转型来说，仅仅依靠文化的

内源因子是不行的，必须引入大量的外源因子作为

催化剂。和世界上所有的地域文化一样，湖湘文化

既有能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面，

也有不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方面。基于此，湖湘文

化建设的核心在于创新，要在和其它文化的交往中

取长补短，吸取营养，充实和更新自身，以适应经济

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

首先，要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科学

精神作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既是西方文化的主

要价值和精华所在，同时也是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

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深入地探索和正确

地借鉴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对于我们更快更好地

发展科学事业，推进湖湘文化建设或许是更有价值

和意义的。

其次，要积极引进西方文化的人本主义思想。

西方文化中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人本主义

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６］以人为本即重视人的

自身发展，个人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人，每个人都

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

值，强调个人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表

现。湖湘文化吸取西方先进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

想，促进人的自然发展，对我们的文化建设以及人

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要大力倡导西方文化的开拓精神。西方

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恶劣，使得西方人为了生存

需要与自然界进行艰苦的斗争，或是探索一些新的

未知领域，慢慢地造就了他们非凡的开拓精神。美

国拓荒者们在饥饿、寒冷、疾病和死亡面前毫不畏

缩的气概，麦哲伦、哥伦布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的

探险精神，都是西方人开拓进取精神的真实写

照。［７］这些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精神对湖湘文化

乃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最后，要合理借鉴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民主

精神在西方源远流长，二战后，虽然西方各国政体

形式各异，但民主精神贯穿如一。民主作为潮流在

过去已不可阻挡，发展到今天，更是不容忽视。自

由、平等范畴在现代西方民主思想中具有核心地位

和统筹作用。西方的民主观，曾经成为我们求解

放、求发展的锐利武器。如今，民主、自由、平等思

想在我国虽早已耳熟，但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努

力实现的目标。

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有很多，不止上述所列

内容，还有诸如法治精神、民族精神、契约精神、生

态精神等等。西方文化中的这些优秀成分，是我们

人类文明共同的宝贵财富，对湖湘文化乃至整个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全球化的内容、形式、载

体等都将呈现一些新的变化，也必将在更大的范

围、更深的程度上给湖湘文化带来更大的冲击。因

此，湖湘文化的创新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

的过程，必须顺应文化全球化的变化发展，与时俱

进，从容应对，不断创新，始终保持文化的发展张

力，增强文化的创造活力，提高文化的影响力和竞

争力，实现湖湘文化在新世纪的综合创新与现代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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