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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与文明是人类永恒的大课题。
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文化主要是指文学与艺术；广义文化被认为由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观
念文化三个层次构成。
因此，文化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仅指传统和习俗；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合，文化存在于一切与人相关
的社会事物之中，它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全部社会行为。
作为文化的核心，观念文化体现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包括：政治理论与体制、价值观、道德观
、信仰、思维方式、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等。
观念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能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兴衰，并且也能彻底改变整个人类文明
的历史进程。
一个民族的观念文化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这种改变并不是直接地体现在一时一事的历史事件中
，而是作为一种隐性、长期和根本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涉及文明以及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按一些学者的观点，文明是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是放大了
的文化；而文化，尤其是观念文化，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是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文化既是人类文明的最终目标，也是人类文明的最初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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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建新，1970年毕业于理工科院校，后在海军服役，1979年转业到原电子工业部机关从事科技管理工
作，1987年自愿下海从商，1999年转入高技术领域的信息咨询行业担任高级咨询顾问。

    由于作者早年对哲学、数学、信息技术、经济等多个领域有兴趣，自1985年以来，曾先后在《人民
日报海外版》、《社会科学辑刊》、《中国计算机报》、《国际电子报》、《计算机世界》、《北京
科技日报》和《机械与电子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近年来，作者一直在潜心
探讨有关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从中领悟出一些强国富民的道理，《超越西方》为这一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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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带有经验主义性质的哲学，所以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不是《圣经》，
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需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中国的政治文化运动，在从古代到现代和当代之间，当然还存在一个过渡，这就是发生在近
代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中的戊戌变法、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在1919年由孙
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其中，维新运动领导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新文化的思想主张体现在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中，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是他所写的《建国方
略》。
　　至于现代和当代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文化，中国至今已经历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
小平理论的三个时期。
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有其自身的特点，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已成为另一种政治传统，其现实意义是，强调实事求
是精髓。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哲学、英
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
由此看出，马克思主义同样是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是一对孪
生兄弟，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完全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
但是，马克思主义自其产生之后就遭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是穷人
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西方主流社会是由富人主导的社会。
　　简单地说，历史上许多学者都赞成这样的看法，认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就是“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经济危机和制度危机。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国家干预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来管理国家经济的思想成功地拯救了资本主
义。
另外，随着东欧巨变和前苏联的解体，又有更多怀疑和否定指向了马克思主义。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学术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完全具备科学
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有关剩余价值的重大发现，至今也没有人能反对；而科学社会
主义的思想是一种信仰和理想，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历史的发展将能做出判断。
很简单，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从长远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其实就是“实事求是”、“
批判”、“变革”与“发展”。
　　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和极“左”的政治路线以后，
邓小平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从毛泽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
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三个代表”（代表
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文化的
基本思想是：将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富强国家作为中国的最高政治战略。
中国并不想称霸世界，中国并不需要输出革命。
中国希望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是：对内，从实事求是出发，探索自己的模式，坚持走自己的路；对外，
与其说是从“和平共处”出发，不如说是从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出发，寻求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避免对抗，和平崛起。
　　抱定“永久的利益”、“弱肉强食”和“强权”的理念，在西方的某些人看来，“以和为贵”很
可能只是中国人用于做表面文章的橄榄树，或者是一种理想，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也不愿相信有谁真
能放弃眼前的利益，并做到“和而不同”，西方的扩张史难道没有证明这一点吗？
然而事实上，对于中国人而言，“以和为贵”绝不是谎言，也并非只是一种理想，而更是一种经验，
一种延续了2500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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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军事战略，中国现代与当代的军事理论仍然主要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本质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
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存在，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主要由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组成：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斗争同其他的斗争形式相配合；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从本质上、长期上、战略上
看，必须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依据战略形势运用战争形式，游击战、运动战、阵
地战紧密结合；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以及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
”，其原因是“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
因此毛泽东强调，发展军事科学，不能走国外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必须打破常规，采取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
强国。
　　首先，在国际政治的理论方面，近代以后，中国逐步从封建主义国家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国家，所以它既不可能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也不可能对外扩张，当然也包括不可能有自己的国际政
治理论。
有学者将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来源归纳为五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和外交
理论，中国的对外交往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中国的传统理论和文化的积淀，国际对外交往和处理
国际事务的实践，对外国国际政治理论成果的借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古代传统的政治、军事、谋略和管理思想，还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无论是对于国家内部的管理，还是现行的外交政策，中国均是将儒家的道德观念和礼仪置于第一位
，中国要强盛的心理历来是为了防御，并不是扩张，这与西方政治文化中只注重利益，不讲道德的传
统截然不同。
　　另外，中国既不是一个宗教化的国家，也不是一个极力向外部世界强行推行自己价值观的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的是“和合”、“包容”、“超脱”与“顺应自然”，在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
中从来就没有侵略别人的基因，正如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所著的《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所叙述的：“杰出的意大利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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