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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当代跨国民族的政治亚文化变异特征、民族文化的变异与文化构建、跨国民族文化政治
内涵、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的境外同族的政治文化变异、历史上蒙古族、哈萨克族、卫拉特蒙古族分之
的跨国迁移及文化变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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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变异的特征和中国的“全球化文化想象”　　1992
年10月24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的一篇致辞中郑重宣布：“第一个真正的全球
化时代已经到来。
”虽然当代所有国家几乎无不把视角对准了现今世界这个最重要的国际现象——全球化，当代人也无
人不使用“全球化”这一新潮词汇，但是对全球化的理解和概念的选择却各自不同或相去甚远。
　　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全球化的典型看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意见认为，全球化
即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全球化即西方文明化，如菲利浦·英格哈德就宣称：“全球化无疑是西方现
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
”有的公开宣称“西方世界可以使其他欠发达地区文明化”，但必须依靠“征服和扩张”，加上将西
方“价值观向这些地区的扩散”，才能使“第三世界从不发达阶段成长到资本主义民主、富足和大规
模消费阶段”。
显然，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可能接受这种资本主义一元论的全球化“第三世界文本”。
这类观点把全球化看做是冷战后意识形态的终结，看做是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同步过程，也是
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各国全盘西化的过程，认为发展中国家将全面沿袭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制度
文化模式，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大众文化与娱乐方式，都将与西方国家一元化，
这便是他们的全　　另一种意见强调全球化是经济技术资源的全球化传播流动和全球范围相互依存的
增加，即强调全球化的经济内涵。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说：“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
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增强。
”这种观点强调的第一个层次是全球化的三个重点领域，即跨国商品、服务贸易和国际资本的流动；
强调的第二个层次是这些领域的规模增加、技术广泛传播而相互依存增强的一种全球运作机制。
　　再一种意见则较强调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即全球化的文化内涵。
如有的海外华人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
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
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
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
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
”并认为全球化文化想象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有关中国的种种图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想象有一
点特别重要，就是“现代化”这个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
同时他针对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历史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元决定论提出了在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问题，认为：“在全球化格局下，多元选择的机遇空前，但与此同时，
全球化文化想象所传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元决定论，在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确形成了某种思潮，
不断激荡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我们仍需要从历史发展的多重矛盾和多元决定的角度，拨开以‘多元、多极’的语语来掩盖市场万能
、资本主义万能的一元决定论的种种迷雾，来寻求与创造现代化的不同选择。
”即：主张应该不断遣问现代化不同选择的同题，而不应不加批判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当成绝对
和普遍的标准。
　　我们认为，第二、第三种对全球化的阐释即使不一定十分准确，但还是有比较科学的内容的。
尽管生产、金融、科技的全球化传播的内容、方式以及全球“世界系统”、文化全球化传播与选择的
内涵等筹都还有待在发展中明确，但总体来说还是反映了较为符合现实的全球化状况，并较易为不同
制度国家和人民所接受。
而第一种观点把资本主义全球扩展和西方文明这类全球化中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哪怕是很重要的一个
方面，等同于全球化的唯一真谛，在我们看来，则是对偌大一个地球上不同体制的国家、多姿多态的
其他文明的估价过低，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一元论。
我们认为，只有反映现实的理论才能有毕命力，全球化只能是这个多元世界追求全球的协调化运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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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世界系统化，而非以某种体制与文化为模式的一体化，尤其是当今世界多种文明和多元制度也不
可能完全一体化。
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因异化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或其帝国主义国家的灭亡而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一样
，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会因其部分国家的霸权主义发展或专制主义膨胀造成的失败而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
不同制度国家在全球化中将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市场经济、国际资本，学习他国制度与他国文明之长，
进行切合本国实际的改革，创新和新道路的选择，并丰富世界现代各种文明。
现代文明中有西方文明巨大的贡献，但也绝不等同于西方文明，其中也有世界各国、各种文明优秀文
化的共同创造，西方文明以外的各种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我们主张对全球化的内涵给予更加宽泛和更加全面的定位。
其一是似应包括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等各个领域，即除了前述国际资本、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外，
除了协调发展通讯网络、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外，诸如治理贩毒、艾滋病以及全球气候升温等社会文
化问题，均可合理纳入全球化内涵中，纳入全球化运作，甚至包括政治方面的“反恐”、反对极端民
族主义行动，也需要全球范围的理解与合作；其二，正因为全球化涉及的领域和内容如此的纷繁，特
别是涉及不同文明的多元文化和不同立场的多元政治，则全球化的运作机制将会是在协调与矛盾中发
展的，即在全球化过程与其悖论的矛盾过程中追求协调化发展；其三，这个多极、多元的世界只能追
求全球系统的协调化运作，而不可能达到某种政治体制和某种文化模式的一体化，一元化。
所以我们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种文明的不同民族与人民不可避免地处
在全球这个大地缘环境中进行运作的一种当代“世界协调化系统”，是其相互的协作与依存、相互的
传播与影响空前增长、全球运作的“世界系统”在协调与矛盾中逐步形成发展的当代世界的情景，也
就是说，只是这个多元多极世界追求协调化运作机制的“世界系统化”，而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或其他
内涵的一体化，即全球化的实质是协调化，而非一体化。
不过，前述三种观点都从某些方面不同程度地指出了全球化的各种主要内容，而我们则强调全球化应
是经济与科技、文明与文化全部内涵的全球化趋势。
　　在这种全球化现实情景下，各国的文化必然呈现一种文化选择与文化变迁的时代特征，呈现适应
全球化和本国现代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顺便说明，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指大文化，这区别于只指精神文化、思想文化的小文化概念，
大文化的文化范畴，一般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至于我们所说的文化选择和向他文化、他民族方向的变迁和变异，是指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选择和
变迁，也包括社会制度、文明传统、科技文化的选择以及生活方式等大众物质文化的变迁等等。
　　中国的文化道路选择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性选择，在我们看来，首先都应该是选择向世界现代文化
、先进文化变异。
全球化推动文化国际化，不同的区域文化圈由彼此接触而彼此学习，由彼此学习而彼此共同化加强。
　　有的学者提问，新时代的全球文化想象、亚太地区文化想象后面的跨国资本，是否能为中国“与
国际接轨”而衷心庆幸，是否会把“权力与金钱拱手奉献给中国”，究竟亚太地区文化想象中的21世
纪的中国，会是“世界新秩序里的新富豪”，还是会被跨国资本作为原料来源地和牟取利润的“第三
世界市场”？
这需有清醒的头脑。
我们对这些孜孜不倦地求索着的人们，无论是被称为中国当代的“后学”们，还是“中华性”的作者
们，或是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和“中国不同选择道路”的倡导者们，都深怀敬意，因为他们启迪着
当代中华的一代新思潮，包括启迪着我们这些普通的专业学者，虽然我们往往喜欢用普通的、熟悉的
词汇“中华现代文化”来表示中国当代的全球化文化想象。
“现代文化”表示与世界现代先进文化的共性追求，而“中华”文化表示继承中华文化精华与民族特
性。
共建“中华现代文化”去适应全球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同”特性选择。
其实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文化选择与改造，创造出现代的适应世界化的民族文化。
一方面要看到全球化对中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中国有特殊的文化现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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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前景。
我们回避“中华陛”关于中国要成为一个“有限中心”的提法，但对于其“在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
中国形象，在世界的话语中确立自己的话语。
该学习就学习，不求与他人同而不得不同，该独创就独创，不求与他人异而不得不异”，这类精神，
与我们的“中华现代文化”的思路是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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