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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元化作为这个时代的既定遭遇，不能回避，无法回避。
血亲、宗族、国家、地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风俗、性别、年龄、职业、学识、阅历、性情
、兴趣、财富等历史上都是酿成和形成多元的基础，亦是认识、判断以及抉择的前提，今日亦然。
不同的是，原本源于自然的属性亦已社会化了，多元的本质是一种社会选择。
　　多元来自差别，差别是人类社会的宿命，无差别是不可想像的。
毋庸讳言，上述形成多元的基础根源在于差别，因为差别而成为历史上引发误解、冲突、仇恨甚至战
争的原因。
各种价值规则的确立与对峙，都是以承受和持守差别为目的的。
正义与罪恶同样源自差别。
社会发展不断造成差别的多重性，亦同时造成价值系统的复杂化。
我们不能改变人类社会差别存在的事实，我们同时厌恶误解，厌恶冲突，厌恶仇恨，厌恶战争。
面对这种两难处境，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重新诠释差别，终结对于差别的历史性误读。
在这样的情境中，多元化不仅是一种遭遇，亦是一种境界，一种超越传统价值规则、挑战人性弱点、
关乎人类福祉、富有当代性的精神归宿。
　　面对多元化，人们要摈弃许多与愚昧、偏见、霸权、暴力等相关联的历史记忆，同时还需要建构
理性、宽容、理解和亲善。
摈弃与建构同步。
面对差别的第一选择是容纳，即承认和接受差别的现实性；接下来则是对差别的理解，没有理解则不
会导向对差别的认同；再下来则是在差别与差别之间寻找融通。
差别之间的相互融通不仅可能，亦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人类社会作为共同体，在寻求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吸纳异质文明中的积极因素作为自我发展的
凭借，没有这种吸纳亦即没有今天的人类社会。
然而，仅有这些仍然不够，还需要甚至最最需要对差别的欣赏。
没有对差别的欣赏，容纳、理解、融通都可能是勉强的、短暂的、非自觉的、可逆的。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与人为善的道德信念，不以这一信念为前提，所谓容纳、理解、融通、欣
赏不过是空中楼阁。
　　现实世界差别的存在相对多元化依然是一种制约。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尚没有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有效权衡差别之间的利益权重，国际社会现时的权
力构架依然对强权势力缺乏有效约束，多元化仍是一种愿景，十分脆弱，充满变数，时常因利益驱使
而被任意诠释。
这是现时期人类社会的局限，也是人们一方面积极回应后现代思潮的滥觞，另一方面又对后现代萌生
质疑的缘故，成为对后现代的诘难。
但是，多元化作为人类社会应对矛盾与冲突的当代选择是充满希望的，不能把多元化视为现代乌托邦
，除却多元化难道还有较多元化更加充满希望的途径吗？
　　一直以来，自然界都在对人类提出善意的警示，生物的多样性已成为现阶段人类社会对生态评价
的最高准则。
在这方面人们不再怀疑，这一共识来之不易，是千百年来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无所节制从而引发生态危
机之后才最终得到的觉悟。
生物多样性是考量生态品质的最为敏感的指标。
多元化源于对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生存尊严的尊重，它比生物多样性有更多社会伦理的属性，在因果
方面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路径。
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是以环境的整体质量为条件的，没有与之相宜的整体的环境品质，物种的灭绝就
无法遏制，如同我们正在经验的物种不断灭绝的现实。
多元化社会则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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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是对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如何面对人类共同利益权衡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考验。
从这一层面看，多元化是有史以来人类所经历的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
　　文化的多元化是社会多元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多元化的推动力，同时可能成为社会多元化的
先行者。
文化中从来蕴藉着人类社会最为丰富的善良憧憬，它们的生动而富魅力的呈现方式是化干戈为玉帛的
利器，它们是社会多元化进程中的天使。
特别需要肯定的是，文化差别经常是人们对文化的基本期待。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差异性与文化创造性可谓异质同种。
对当下而言，我们仍然要对艺术中的一些丑野狂怪的极端行为保持判断力，亦如对后现代思潮下的价
值平面化倾向应有公允的判断一样。
人类社会面对多元化的时候，不能完全无视价值底线，价值底线一旦崩溃，多元化亦会因为价值的泛
化而失去基本秩序。
　　近百年来，关于国画的各种议论都是一元论主导下衍生的结果，期间时或呈现的民族虚无主义与
民族优越感很显然都已不合时宜。
“中国画穷途末路论”与“21世纪是中国水墨画的世纪说”都与现实相离很远。
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中华民族应当有勇气检讨以往的一切价值观。
有人说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化，很显然中国画的未来应与这一变化同步。
在这种时候，我们重温毛泽东所说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仍然有现实意义。
可以肯定，面对未来即使集合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全部智慧仍然不够，我们还需要创新。
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创新，中国画的未来同样寄托于创新—语性、语体、语势、语境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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