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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经济发 展 速 度 和 总 量 举 世 瞩 目，但 确 实 也 存 在 一 些 值 得 深 思 的 问 题。六 中 全 会 提 出 了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命题，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实践

的理性总结，也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 发 展 的 客 观 要 求。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证 明，人 是 社 会 的 人，社 会 是 人 的 社

会，社会发展离不开人，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文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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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几个面临的社会问题

１．１　最大失误是教育的内涵是什么？

１９８９年，邓小平总设计师语重心长地讲了一句

话：“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这个最大失误的教育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教育

的形式、教育的内容，还是哪个层次的教育？是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还是那一部分应该教育

的对象没有 教 育 好，那 一 部 分 内 容 没 有 教 育 到 位？

……

这句讲话已讲过了２０多年，中国社会也已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

量，是世界公认的。但是，联想到邓小平１９８３年 的

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思这句讲话所提醒

的内容我们到底落实的如何？目前学校、社会、家庭

的教育理念及各级各类教育是否到位等等？值得我

们研究和思索！

１．２　迷恋“法轮功”说明什么？

２０００年前后 出 现 了“法 轮 功”。在“法 轮“的 驱

使下一些人事业不干、家庭不要、六亲不认，生活极

不正常，某些地区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

活秩序，甚至有人集结去中南海静坐示威。

为什么一个李洪志导演的“法轮功”能被一些人

迷恋不可自拔？而这些人未必都是不懂科学、低文

化层次者，或者文盲。

这说明文化的缺位、人们的精神家园空虚、信念

偏离了方向。

１．３　大学生极端事件又说明什么？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２００４年云南的马加爵

为“前车”，到２０１０年西安的药家鑫、河北的“我爸是

李刚”、山东的北大法学毕业生杀死１４岁男童、上海

去日本留学５年的汪九刀、长沙的“我想出１００万摆

平交通肇 事”…为“后 辙”，大 学 生 极 端 事 件 层 出 不

穷，频度之大，使人难以置信。

这又说明什么？

有网友评论说：汪佳晶在浦东国际机场大厅，挥
起明晃晃的刀子，一刀、两刀……一共九刀，接连刺

向自己妈妈的身体，使人不敢置信。“汪九刀”的刀

子只刺向他的母亲吗？不！他更刺透了万千父母的

心；刺准了中国摇篮式的家庭教育；刺痛了中国的教

育体制；刺向了国民的劣根性。

试想如果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尤其是天之骄子

竟然这样，我们的民族、社会、未来会是什么样？

１．４　“富十三跳”跳出了什么？

在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５月，短短４个月零４天的时



间里，深圳富士康公司有４女９男１３人跳楼轻生，
失去１１条宝贵的生命。

这些因“活着太累”、“加班时间太长”、“感情受

阻”、“人际关系紧张”、“疑视财物被盗想不开”… 就

草率地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其中大部分还是本科大

学生和职业院校的毕业生。
这又跳出了什么？给我们的依然是思考、思考、

再思考！

２　对现实问题的文化思考

２．１　对邓小平“那句讲话“的再理解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发表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

讲话，他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

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

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

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

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

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

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

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

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

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吗？……”
总设计师在刚改革开放之时，就以他过人的胆

略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发扬这“五种精神”，我们要建设

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

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意识形

态中却出现了说“大公无私”提法“不科学”；解说“服
从大局”就是一切“向钱看”；讥讽“艰苦奋斗”是“苦

行僧”；把廉洁奉公也认为是“假正经“；攻击讲道德

是“伪君子“；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等等。代之以

盛行的是植入了森林法则基因的“竞争论”、不择手

段的“发财论”、以金钱权力衡量的“价值论”等等。
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使人们价值理念出现了

混乱，对传统核心价值的弘扬出现了抵制。接着“６．
４”事件的发生，更进一步说明教育的重要性。在总

结那场“风波”时，邓小平再次严肃地指出：“我对外

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

想政治教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我们

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

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

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

到改善的情 况 下，没 有 告 诉 人 民，包 括 共 产 党 员 在

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

就能抗住腐 败 现 象，老 干 部 就 能 管 好 他 们 的 子 弟。
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

等问题更大。”
教育是人的终身大事，谈教育不能仅局限于学

校。从总设计师中肯的教导中，我们体会到他能以

一位老政委的高度向全党、全国人民提醒，不论什么

时候全社会都要重视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教育人

们发扬“五种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２．２　世界文化特点的启迪

我国在辛亥革命前的２０００多年里，文化的核心

是官民朝野都认同的“三纲五常”。作为封建社会的

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它有消极的方面。但它在维

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塑造中华民族，重视主

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
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作用。
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前，文化的核心是“以阶

级斗争为纲，崇尚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阶级斗争

是特定时期的一种革命形式；革命英雄主义是为了

革命利益和理想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思想行为，是
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忘我工作

的品德。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３０多年来，先后提出“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追求共

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尽力满足人

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追求人们的个性自由发展；树
立正确的荣辱观、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等等，特别是十

六大以来，不 断 重 视 文 化 建 设，十 七 大 明 确 提 出 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但是，受多元文

化理念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至少还没有上升为人们自觉的文化理念，以此来

从精神层面上统一人们的思想，引领社会的风尚，凝
聚民族的力量，维系社会的秩序。

２．３　如何看待现代教育

目前，我国的社会现实是独生子女、少子女家庭

多，父母对子女寄予无限的希望，只怕输在了起跑线

上；从小教 育 孩 子 最 多 的 一 句 话 就 是“好 好 学 习”。
学中文、学外文，学书法、学绘画，学钢琴、学演唱，学
体育、学舞 蹈，节 假 日 还 要 加 班 上 奥 数……。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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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孩子更累，一家比一家，越比越累。孩子在家除

了学习什么都可以不干，父母、爷爷奶奶全代替，只

要学习成绩好一切都可以容忍，即使出了问题也可

原谅。不管孩子的实际情况如何，全家一致的目标

是，逼着孩子 上 重 点 小 学、中 学，上“２１１”、“９８５”大

学，毕业后做人上人。
在这种“４２１”或“８４２１”家庭中，孩子自出生就是

“太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他们的超级保

姆，视他们为掌上明珠。结果普遍造成了因为只有

一个孩子，怕饿了，怕冻了，怕受任何挫折，形成了他

们娇生惯养的性格———怕吃苦；因为没有兄弟姐妹，
她们从小没有相互呵护付出和各种各样的竞争而产

生了自我膨胀、自我中心的性格－－很少顾及别人；
因为家庭条件好了，即使不那么好，普遍理念是再穷

也不能穷“那么一个”，他们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任何

挫折磨炼，在“无限满足”中生活，形成了脆弱心理的

性格－－怕挫折；因为从懂事起，他们说一不二，上

学后，只要学习好，要父母干什么，父母都无怨无悔，
形成了“我就是我，谁也别想改变我，只有我去改变

别人“的独特性格———支配欲极强……。”
最近这三十多年，社会强调“一个中心”，人人忙

忙碌碌去赚钱，忽略了与孩子的正常交流：经济上包

办，精神上关注不足，富养而不教，孩子意识里父母

伺候自己是应该的，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

活；本应家庭、社会、学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重视人

的灵魂塑造、人格培养，而现实标准是“只要学习好

就行”，甚至 一 些 家 长 变 相 干 涉 学 校 正 常 的 教 育 活

动，更有甚者帮着孩子说谎，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助

人精神被功 利 取 代，就 连 卫 生 清 洁 也 由 家 长 代 劳。
这样教育出 来 的 孩 子，怎 能 不 出 这 样 那 样 的 问 题！

我们在责骂那个丧心病狂的“汪九刀”时，可曾想过

是谁让他变成了这样？我们尽到教育责任了吗？难

道不值得家庭、社会、学校认真反思吗？

３　文化的根本力量

３．１　文化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层次

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当 前 苏 联 把 第 一 颗 人 造 卫 星

送上太空时，不甘落后的美国人急速反思，认真分析

后认为原因在于艺术教育。对这一结论有人可能到

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而盖茨和乔布斯成功的

事实再次作出了解释。
盖茨和乔布斯，是２０世纪中后期美国ＩＴ业逐

渐形成的两大巨头。两人几乎同一时期，都在思考

“如何将人类变成‘ｉ世界’的命题”。虽然最早清楚

描述出这个预言的是盖茨，但乔布斯在实现‘ｉＰ’重

新定义音乐、手机、电视等传媒产业的竞争中，把自

己的梦想一个个 实 现 了。当 他 以“ｉ”改 变 世 界 的 脚

步在加速冲刺顶峰时，乔布斯离世了，但盖茨深有感

触地说：乔布斯至少影响世界１００年。
人们还发现，盖茨与乔布斯好像实现了不同的

分工。盖茨预言未来，乔布斯现实预言；盖茨务实、
条理、原则，微软有全球最庞大的软件工程师队伍，
以软件公司注册；乔布斯直觉、愉悦、友好，苹果有大

量文学艺术家人才，以设计公司注册。其结果表明，
苹果的成功突现了“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对这一事实，经典集团董事长张宝权这样认为：
最初造房子的鲁班，是木匠；而造成故宫、罗马角斗

场的 人，却 是 诗 人、艺 术 家 和 设 计 师。微 软 就 像 鲁

班、是木匠，而乔布斯是艺术家、是诗人。中国人民

大学李义平教授更直接地说：乔布斯与其说是一种

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六中全会 的《决 定》指 出：“没 有 文 化 的 积 极 引

导，没有人们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

力量的充分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开科学技术与文化艺

术的结合，只能是“鲁班”，当木匠盖房子，永远当不

了“艺术大 师“，也 建 造 不 了 世 界 奇 迹 般 的“艺 术 大

厦！”

３．２　文化是人们的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很看重两个“家”，一个是

家庭，一个是国家。对家庭提倡孝，对国家提倡忠，
一个人如果做到了忠、孝就两全了，必然会受到社会

的尊重。
人的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庭中

度过 的，家 庭 对 人 们 的 思 想、生 活、工 作 影 响 很 大。
家庭到底是什么？有段歌词讲：家是温暖的壳／家是

能铺开心事的地方／家是没有桃花的桃源／家是一言

难尽的一个字／家是受伤时的“创口贴”／家是父母投

资、儿 女 欠 债 的 地 方／家 是 握 在 手 里 盈 盈 一 脉 的 馨

香／家是每一砖每一瓦都是用爱砌出来的城堡／家是

以爱为圆心、一家人手牵手为半径走过的一个圆／家

是整个世界在下雪、走进其中却是春天的地方……
现代人很重视立业，常说成家立业。但 中 华 传

统文化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没有“立

业”之说。其实，不是立业不重要，只是因为成家立

业是过程，不是目的，成家立业的目的就是修身、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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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一个人在工作过程中不能修

身，这个工作是毫无疑义的，也是没有价值的。如果

一个人不孝于家庭，连自己的小家都治理不好，岂能

治国、平天下？人常说，成功人士身后必定有一个幸

福的家庭。一个人，如果没有家庭，他随时会感觉到

孤独、寂寞，至少逢年过节的时候免不了，而且这种

孤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升级，甚至导致崩溃。
仔细回忆一下，每天打开报纸、网站、电 视 等 各

种媒体，重要位置大多被触目惊心的天灾人祸占居

着。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更新着，常常人们来不及记

住昨天灾祸的标题就被今天更大的灾祸顶掉。天灾

人祸为什么如此匆忙？作家郭文斌说：“在我看来，
天灾是因为自然失去了安详，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

了安详。”且人类的不安详还在一天天地助推着自然

的不安详。人心的不安详来自焦虑，焦虑来自于人

类无家可归和找不着回家的路。更可怕的是一些人

不仅找不到那条回家的路，也许因迷失日久压根就

不记得还有一个家，或者压根就不相信还有一个家，
也不相信有一条回家的路。甚至误以速度为家、以

效率为家、以奢侈欲望的满足为家。也因长时间无

家可归，精神得不到抚慰，一些人仅筑财为巢、筑权

为巢、筑名为巢，最终被这拼命地“筑”而累垮。
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

精神家园。”这从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经历和国内

外现代文化发展的现实，告诉人们精神安详的家园

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回家的道路是继承发扬传

统文化和创新传播现代文化。而且应牢记，现代人

更需要精神家园，“安详主义”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

３．３　文化化人是本真

人是一种高级生灵，与低级动物不一 样。现 代

社会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更
像阳光雨露一样不分高低贵贱，公平公正地滋人心

田、涵养人生。
生产力水平低下时期，人们主要追求生存、安全

满足的低级需要，主要是对物质文化的需求。随着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需要社会交往，需要社会的

尊重，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等属于高层次的需要，与低

级层次需要较之突出体现于精神文化，而且追求的

目标愈来愈高。
在社会发展中，经济指标ＤＧＰ固然重要，是物

质基础。但无论那种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上的大发

展大繁荣，那么就谈不上人的真正美好生活。人们

讲幸福指数，如果离开文化发展这个重要元素，那么

这种指数只能是失去内在特质的低层次生存指数。
易经说：“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果 把 人 的

发展看作是人类生存的整体繁荣，那么文化需要恰

恰就是这种繁荣的归宿。事实上，天下乃人的天下，
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以文化人，从而“化”高人的素质、
“化”升人的境界、“化”出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文化化人势在必

行；从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来看，文化化人才是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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