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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建构的向度与范式
李克钦

（仰恩大学 社科部，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１４）

［摘　要］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
发展的当今时代，作为文化构建的核心要素的文化认同陷入现代性危机。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

希望，他们的文化认同状况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建设

面临诸多问题，其中传统文化认同缺失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弱化问题尤为突出。究其原因，是社会

性根源、认识性根源、历史性根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应加强对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建构向度

的指导，确保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他们的文化认同建构；同时加强对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

建构范式的研究，从国家文化建设及大学生文化认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形成等方面，加强建

设，从而建立起广泛、牢固而又恒久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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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在经
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持续深入发展

的当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面临选择

上的无所适从的现代性危机。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

业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的

认同状况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

所以，对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展开研究不仅是实现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但是，令人遗

憾的是，当今学术界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

并不多，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本文拟以文化认

同的学理依据为逻辑起点，分析大学生文化认同面

临危机的根源，有针对性地提出当代大学生文化认

同建构的向度和范式，以期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尽绵薄之力。

　　一、文化认同的学理依据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

识与认可［１］。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

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

同的基本指标。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

属于价值观范畴，因此，文化认同的实质是价值观

认同。

１．文化认同的选择
区别文化认同的指标因子不是基于人的自然属

性或生理特征，而是基于其社会性质和文化特征。

社会性质和文化特征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由一

国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根据阶级利益的需

要最终确定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国统治阶级的

构成及其利益需要不同，所以，各国的文化认同也各

不相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国统治阶级及其

利益结构会发生一定的分化与重组，这种分化与重

组又会引起文化认同的向度和内容发生相应的变

化。文化认同的变化表现为作为文化认同主体的人

对不同文化认同的选择，即对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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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行为规范的选择。

在开放、多元的全球文化场域，代表不同价值观

的各种文化类型各展特色，竞相发挥其独特性和比

较优势，让人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去甄

别、评判和选择。文化认同主体对不同文化的自由

选择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面临挑战。

２．文化认同的现代性危机
随着文化多元化和文化产品市场化的深入发

展，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等文化活动日益突破传统

的疆域和模式界限，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无国界传播

和多元文化同台竞争的格局。在这种新的格局中，

传统的文化认同的内容和向度与新时代、新环境、新

认同主体等要素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这种裂痕

导致了文化认同的现代性危机。所谓文化认同的现

代性危机就是在多种文化面前表现出来的无所适从

感，即“对文化认同内容产生疑虑，对文化认同选择

产生犹豫的一种状况”［２］。

文化认同的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如下。首先，

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否定。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

中最具特色、最重要和最有生命力的内容，是一个国

家得以长期存在与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国人

之间相互联系的文化纽带。文化的跨境传播和多元

文化的同场域竞争会导致部分人依据新的价值标准

对传统文化妄加批判和否定，这种过度的批判和否

定会动摇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影响人们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其次，文化认同结构失衡。在文化跨

境传播过程中，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强势文化往往会

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积极

推行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政策。强势文化对主流话

语的垄断、对弱势文化的过分挤压，会使传统文化认

同格局被迫发生某种改变，这种被动改变导致文化

认同生态结构遭到破坏、文化认同结构失衡。最后，

文化认同迷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

化产品日益丰富，人们在尽情享受文化产品带来的

精神愉悦的同时，亦被随之而来的文化“普遍物化”

问题所困扰。文化“普遍物化”不仅为“物化”提供

了指标和工具，而且还造成文化认同的主体———人

的“自我被异化和自我的丧失”［３］。人的“自我被异

化”与“自我的丧失”最终导致文化认同的迷失。

面对文化认同选择向度增加和文化认同现代性

危机的双重压力，有识之士对未来的文化认同建构

充满了焦虑和期盼。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他们的文化认同向度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发

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厘清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现

状，对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建构予以必要的引导，不论

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还是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现状及

根源

　　１．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

的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获得很大程度的提升。在

大学校园里，文化建设成果同样显著，其中，最为重

要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校园

文化建设指引了方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

的文化认同建设却面临诸多问题，其中传统文化认

同的缺失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尤为突出。

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时间与空间普遍分

离。在大学生的认知世界里，时间与空间的相互联

系发生断裂，只剩下孤零零的现实存在。现实世界

的富足与安逸使部分大学生逐渐丧失了学习历史、

透视社会、反思传统文化和扬弃各种传统的兴趣与

动力。面对厚重而又艰深的传统文化，他们不愿意

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了解和研究，反而更加愿意

活在当下的快乐图景之中。２００９年４月，上海外国
语大学樊娟对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华大学５所高校的１５０名在校
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当被问到学习和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是否有必要时，其中５１％的大学生认为没
有必要，３７％的大学生表示对传统文化根本不感兴
趣。［４］由此可见，在当代大学生中间，传统文化认同

缺失已绝非个别现象。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的主

流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国和现代化建设必须

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可是，在经济全球化

和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认同挑战。２００９年４月上海外国语大学樊娟对 ５
所大学１５０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
示，５０％的学生信仰自由主义，２７％的学生信仰宗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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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只有 １６％的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
义。［４］由此可见，在当代大学生中，主导意识形态的

文化认同正面临被弱化的危险。

２．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现状之根源
造成大学生文化认同出现一些问题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３个根源。
（１）社会根源。当今世界存在两种主要的社会

制度，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制度的

国家在数量上占优势，而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并且，当今世界比较发达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多属

于发展中国家。就发展历程而言，资本主义经历了

萌芽、制度确立、欧洲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

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恢复与重建等发展阶段，

历时５００余年，屡经调整与整合，社会管理制度日趋
完善。而社会主义制度是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胜
利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到现在为止，历时尚不足１００
年，并且在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

曾遭波折和反复，以至于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制度的

具体形态还未定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就意识形

态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互不相

容———核心是维护还是消灭私有制，因此自社会主

义制度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国家就对之进行长期

不懈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政治冷战以及和平演变

等。１９８９年东欧剧变、１９９１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解体，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一时陷入低

潮。面对两种不同的社会图景，当代大学生很容易

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疑惑，

这种疑惑自然会影响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

认同。

（２）认识根源。总体而言，当前比较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经过二战之后的调整与重建，经济、文化

与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

一定程度的提高，社会矛盾亦趋于缓和，这是客观事

实。但是，对资本主义要有一个清晰、全面、准确的

认识。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表面风平浪静，然实则暗

流涌动，斗争时刻都在发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更没有消失。生活在社会底

层的人民群众，虽然较之过去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和

提高，但是由于资本家依然垄断着社会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所以，劳动者依然没有摆脱被剥削被掠夺

的命运，只不过形式上更加隐蔽而已。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依靠其雄厚的国家实力，积极向全世界宣扬

所谓的普世价值，但是他们所极力倡导的民主、自

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并没能帮助其他国家解决发展

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反倒成为个别霸权国家积极

干涉别国内政的有力武器。在干涉别国内政时，为

了自身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经常面目狰狞、丑态百

出，根本不会顾及被干涉国家人民的民主、自由、人

权等。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经济全球化，可是，全

球化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崛起，反倒演变为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对

发展中国家无情地剥削和掠夺，最终导致发达国家

愈益发达，而发展中国家日益贫苦，致使反全球化运

动风声鹊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推市场经济，依

靠对市场标准的话语权，常常利用双重标准对其他

国家的经济发展横加指责。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问

题，大学生仅仅依靠自身有限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

累，很难透过现象认识其本质。没有准确认识资本

主义，也没有全面理解社会主义，就对之进行简单对

比，自然会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自然

会影响到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文化认同。

（３）历史根源。清朝中期以降，中国的经济与
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封建社会日趋没落。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经历资本主义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资本

主义制度迅速建立起来。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

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为了寻

找更多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资本主义国家

纷纷踏上了疯狂的侵略之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

生产落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自然成了资本主义国

家竞相侵略吞食的对象。在拼死抵抗外国侵略的过

程中，中国部分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逐渐认识到与

西方国家在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纷纷呼吁“师

夷长技以制夷”、“西体中用”，在此形势之下，中国

人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漫长路程。开

始时中国人学习的目标是不确定的，曾经先后向德

国、日本、美国等国学习，但是都没能成功；新中国成

立后，鉴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更加浩

大的向苏联学习的运动，最终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学

习又无果而终。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中国重新

掀起了向国外全面学习的热潮，外国文化也成为先

进文化的代名词。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本身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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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问题，但是中国人对国外技术和文化的过分推

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情批判和过度否定，都超出

了应有的界线。中国传统文化屡遭批判与责难，在

大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愈发无足轻重；对外国文化的

过分推崇和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与否定，造成了

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的缺失。

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出现问题，就个体而言，将会

影响到其未来的文化认同向度和成长方向；对于整

个社会而言，文化认同在特定时期出现危机既可能

导致政治上的上层建筑重组，也可能导致民族文化

断裂。

　　三、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建构

１．文化认同建构的向度
文化认同建构的向度就是指文化认同建构的方

向和维度。基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客观现

实，从文化安全和文化独立性视角出发，审视当代大

学生文化认同建构的向度，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引领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建构，以期重新打造

他们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

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不仅是各种价值观相互冲突

和相互否定的过程，还是认识主体对不同的价值观

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

中，面对各种价值观的相互否定和无序竞争格局，要

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广泛认同，亟需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引领人们的文化认同建构向度。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建构

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生文化认同建

构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为导向功能、规范功能和

整合功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生的

价值观念、价值信仰、价值追求等进行引导，使他

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个清晰了解和准确

定位，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有力量，使

之体悟到“文化成为社会成员内在的和外在的行

为规则”［５］的深刻含意，方能使他们最终形成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

求。当然，每一种文化和价值观都有给定的适用

性和局限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亦是如此。

在引领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面对不

同的文化类型和价值观，为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就需要一方

面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生文化认同

建构的导向功能和规范功能，同时又要以开放的

态度对文化多样性存在和文化多元化发展保持尊

重，在对人们文化认同的多元选择给予支持和保

护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整合功能，积极吸收其他文化和文明中的有益成

分，努力推动现有文化观念、文化规范和文化内容

的与时俱进，及时扬弃其中过时的、不能引领时代

前进的、对现实没有实际指导价值的部分，从而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

中国特色，又具有丰富的先进内容和优秀文化的

特征。

２．文化认同建构的范式
笔者从文化认同建构与国家文化建设及大学生

认识发展规律的关系入手构建了一个当代大学生文

化认同建构模型，见图１。

图１　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建构模型

一个国家或地区，其文化要想得到更多和更高

的认同，必须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为基础。文化

的发展和繁荣会促使文化认同主体形成文化认知、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不竭动力，繁荣的文化在面

临现代性选择时，才能彰显其比较优势，获得认同主

体的更多认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与文化认同是双

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能促进文化

认同主体形成文化认同，提高文化认同度；另一方

面，文化认同的确立又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从认识发展规律方面来讲，文化认同的产生一

般要经历３个阶段，即文化认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文化认知是对一种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是认识

文化的初始阶段，也是文化认同形成的起点。文化

认知既是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程，是人们对文化的

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经过文化认知，认识主体才会

对该文化有比较充分的了解，然后，就比较容易进入

到更高层级的文化自觉阶段。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

·６２·



第６期 李克钦：论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建构的向度与范式

生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文化反思，

具体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

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了解其他

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６］。文化自觉的核心

是如何正确处理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

世界性的关系。文化自觉是在文化认知基础上对文

化的甄别与抉择，是文化认同构建的关键步骤。文

化自觉的继续深化就会进入到文化自信阶段。所谓

文化自信主要指认识主体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

信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

肯定。文化自信既包括对历史传统文化、民族民间

文化、社会主流文化的理性审视，也包括对世界历史

文化、异域文化、现代文明成果的包容与借鉴。文化

自信是文化认识的最高境界，也是对文化最稳定的

信仰和选择。只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才能产生稳定

的、恒久的文化认同。

　　四、结语

广泛、牢固而又恒久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是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原动力；也只有建立广

泛、牢固而又恒久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社会主义社

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并确保社会主义永不变质。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要在当代大学生中建

立广泛、牢固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必须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向度，努力培养大学生对中国传统

文化和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兴趣，在这种兴趣

的引导下，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积极学习和充分研

究，在对其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文化认知、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形成稳固的、恒久的文化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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