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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我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
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不同，则不甚明了。
随后，我开始多视角地追问这个问题，由于受当时“文化热”的影响，在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维度方面
，先后发表了《李大钊对国民性的反思》、《历史制约论及其现实意义》、《毛泽东对弘扬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伟大贡献》、《道德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等
论文，逐步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基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后，我在参与《与时俱进解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能力论》等课题研究和书稿撰写过程中
，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
在此基础上，2005年我有幸进入天津师范大学求学，很快就把研究方向锁定在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的
关系上，之后，主持完成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发挥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课题《文化基因与中国社会走向研究》获得了河南财经学院重点资助，完成了此书稿的初步写作，
赢得了一些专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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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民族文化解析》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象
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
文化基因说如果能够成立，肯定是指其在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发挥了稳定作用。
文化基因强调了组织社会关系的特定方式，体现了特定民族发展过程中反复运用的思维原则、价值尺
度和心理习惯。
它生成了关于价值判断的快捷通道，避免了思维活动对相关信息的识别过程，成为人们精神生产中的
有效工具。
《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民族文化解析》的贡献就在于探索了中华文化基因
的内在规定性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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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传海，1964年2月生，河南省商城县人。
先后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分别获得史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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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当代中国教育分析》等12部，发表学术论文《关于道德自身的几个关系》等93篇，主持完成省
部级以上立项课题《发挥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等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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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外在性。
生物基因遗传通常是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体内延续，而文化基因传承则往往是体外影响，即社会文化环
境或称之为文化场作用于后生的文化主体，使文化特征在代与代之间得以保留。
　　其二，多维性。
生物基因只能通过父母遗传给子女，具有一维性，而文化基因传承则并不如此简单。
一种文化基因可以在多人身上发生作用和体现，多种文化基因也可以同时在一人身上发生作用和体现
。
生物基因的复制必须通过生物体的遗传关系（如父母与子女）来进行，而文化基因的“传播可以在不
同地区、民族和社会中的毫无干系的任何人之间进行，而且均会是如生物基因一样的丰盛繁衍
（fecundity）和忠实地自我复制”①。
　　其三，互动性。
对于后辈而言，他们只能从父母那里被动地接受生物基因，但他们却能够被动或主动地接受文化基因
，施者与受者之间产生一种互动关系。
在文化意义上，施主与寄主都是有“文化”的人，施主总是期望寄主接受自己的观念、主张，而寄主
却有接受和拒绝的选择权，从而产生互动性，这与生物基因复制的过程和特点有着明显的差异。
　　其四，变异性。
生物基因复制具有较高的保真度，生物有机体在遗传时导致进化的变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不明
显的，基本上只是在复制自身，而且整个过程都是相当精确的；而文化有机体则表现为一个比较快速
的历史进化过程，它在历史上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现今的历史上，文化更处于较大的变动
之中。
文化基因在传承过程中的复制，往往是不完整的，加之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所以变异比较明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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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象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
文化基因说如果能够成立，肯定是指其在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发挥了稳定作用。
文化基因强调了组织社会关系的特定方式，体现了特定民族发展过程中反复运用的思维原则、价值尺
度和心理习惯。
它生成了关于价值判断的快捷通道，避免了思维活动对相关信息的识别过程，成为人们精神生产中的
有效工具。
本书的贡献就在于探索了中华文化基因的内在规定性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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