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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用发展、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所处的形势 中国传

统文化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

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优：民本思想，商周时代有“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精神境界，

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还有“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转

自环 球 网 校edu24ol.com 劣：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

，祖宗之法不可变” 。鼓吹皇权，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

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鼓吹“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抑制百姓通过商业

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

，阻碍发展等。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

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崇高天伦。 “天行健，君

子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高尚道德。

马援马革裹尸，霍去病“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对

酒当歌，人生几何”，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功业抱

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

上空”，天人共鸣等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

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



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中国

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

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

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

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

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

处。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1、对

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转自环 球 网 校edu24ol.com 2

、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3、新

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

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

化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吸收

、创新。 继承：主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

，一些高尚品质。但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

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

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

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

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

，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

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

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

、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 吸收：整个世界文化

角度来学习，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

才能共同进步。 创新：只有继承、学习是不够的。必须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 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转自环 球 网 

校edu24ol.com 二、要明确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



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三、要有宽

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

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四、要有勇气和意志

。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

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

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 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

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

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

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

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

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

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

最终要完成的。 这十多年间，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

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已走入歧路

。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

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

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

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