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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张　铭　清

　　［提　要］中华文化是人类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

的基础；中华文化在台湾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这就注定“文化台独”的倒行逆施将不可能得逞。中华各族儿女 共 同 创

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是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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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创造力、生命

力、凝聚力的源泉。它能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提供强大

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是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基本依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强盛，总是以文化为支撑的。当代世界，文化越来越成

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大因素。
亨廷顿在谈到文化的地位时，曾引用过美国社

会学家、政治学家莫伊尼汉的话：“保守地说，真理的

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
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

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①

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寄托和心灵归宿。
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经过一定的历史沉淀所传承下来

的特有的传统、习惯、精神、心理、情感等。建设好民

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对于增强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

凝聚力具有重大的作用。

一、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

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我国汉代思想家刘向把“文”与“化”相结合，明

确提出“以德化人”的主张。《周易》称“刚柔交错，天
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古人云：“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

胜负在于理。”“德”和“理”代表的就是文化软实力。
当然，“软实力”的概念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

在《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提出来

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其文化、
价值观和政策。“我们则认为，文化是全部软实力的

灵魂和经纬，软实力中各种要素的特质无不取决于

相应的文化 价 值 观 念 和 智 力 思 维”②，“文 化 在 软 实

力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是软实力

的灵魂和经纬”，“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软实力的

发展方向、发展宗旨和发展思路；文化因素纵横渗透

到软实力的 各 个 方 面、各 个 环 节、各 个 逻 辑 链 条 之

中。”③由此可见文化的重要性。
马克思通过对自然环境、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分

析，揭示了人类从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不同路

径。他把人类古代社会比喻为三种“儿童”：古希腊

社会是“正常的儿童”，古印度社会是“粗野的儿童”，
古中国社会是“早熟的儿童”。他还把古希腊文明称

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婴儿”。恩格斯在谈到文化传承

时也说过近似的话：“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中，差 不 多 可 以 发 现 以 后 的 所 有 观 点 的 胚 胎、萌

芽。”④他们说的“婴儿”、“胚胎”、“萌芽”就是指古希

腊文明蕴藏着人类文明发展最需要的丰厚基因。
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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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身份归属的标志、生存发展的支撑、维系民族发

展繁荣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传统不仅源自文化基

因这个根，还像酿酒的酵母，能够在适宜的环境下生

发出新的物种，变得活跃起来。中华文化经过几千

年的不断发酵，产生了越来越醇厚的优秀文化传统，
而且将文化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

文化是人类生命活动发展的特殊方式。人既是

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是人类

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绵五千年不断，创造了

人类文明史的奇迹。中华文化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

同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为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提供了精神高地，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中华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精神

家园的奋斗历程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

维、创造的文化成果。中华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伦理等，为我们认识和改

造世界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

是为中华民族所共同认可、普遍接受、一脉相承的优

秀文化。中华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传承发展的根

本和精神命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经磨难，仍能

团结统一、奋勇前行、自强不息，与中华文化蕴含的

伟大民族精神始终凝聚、砥砺、激发着中华民族有着

直接关系。正是中华文化蕴含的中华民族宝贵的精

神品格、崇高的价值追求、丰富的思想精华，塑造了

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历经险阻

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

大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 华 民 族 独 特 的 精 神 标 识。”“中 国 有

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

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博大

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①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有过多种政权并存，有过不

同民族居于统治地位，也有过短时间的分裂，但是国

家统一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始终作为一个独

立国家存在。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分裂，正是因为

中华民族拥有这一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

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纽带。不仅如

此，中华文化还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国家辐射，
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

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的要求，结合当前

台湾政局的变化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讲清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对强化中华

民族的文化认同，发挥中华文化这一维系两岸同胞

的精神纽带的作用，对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

华文化传统，共筑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都具有十分

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中华文化在台湾源远流长

海峡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同心相系、同
情相融，是血脉相连、砸断骨头连着筋的骨肉兄弟，都
是共同的中华文化的传人和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如果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棵大树，台湾文化就是

这棵大树的分支。正因为台湾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

文化这棵大树，它才能根深叶茂，而台湾文化又在其

发展中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两岸同胞一家亲，植根于共同的血脉和精神，扎

根于共同的历史文化。早在远古时期，源自大陆的

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就已经传播到了台湾。随

着大陆先民向台湾迁徙和开发，大陆的语言文字、风
俗习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宗族制度等

在台湾全面生根壮大。据台湾人类学家统计，台湾

人口中９８％是汉族，其中７５％是闽南人，１４％是客

家人，９％是大陆其他省籍人。台湾的民间信仰、饮

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祭祀祖先的礼仪也都

与闽粤相同。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

的传统。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正因为文化是维

系民族的精神纽带，所以侵略者和殖民者为了维持

自己的殖民统治就总是从文化入手。日本在台湾进

行殖民统治的５０年间，就曾经强力推行“皇民化”，
企图湮灭中华文化，但这遭到了广大台湾同胞的强

烈抵制而最终无法得逞。广大台湾同胞始终坚守着

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在日

本侵占台湾的５０年间，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

中华文化的传统，这一点从未改变。
抗战时期，辅仁大学教授陈垣先生在办刊经费

不足的情况下，自费坚持办《辅仁学志》。他说：“从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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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敌人要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

化着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

根本措施之一。”
历史学 家 连 横 耗 费 十 年 心 血 撰 写 了《台 湾 通

史》，书中写道：“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

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
于是乎在。故凡无法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

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凡我多士，及我友

朋，惟仁求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姓。”他以史的意

识来强化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可见，中华文化在

民族认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
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亚细亚孤儿》中塑造了一位

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彭秀才，秀才为云梯书院写了这

么一副对联：“大树不沾新雨露，云梯仍守旧家风”，
隐喻中华文 化 这 棵 大 树 根 基 深 厚、枝 繁 叶 茂；古 老

的、传统的中华文化这个“旧家风”，一尘不染“皇民

化”，是根本不会去沾染日本文化这个“新雨露”的。
这副对联正是台湾同胞坚定维护中华文化的形象写

照。
叶荣钟在《台湾民族运动史·序》中，谈到在日

本统治时期，“台湾同胞处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之下，
不但未尝一日忘怀祖国，且能以孤臣孽子之心情，苦
心孤诣，维系固有文化之不坠。”连日本殖民者也哀

叹：“台湾改隶虽然已经过了４０余年，但现在仍保持

着以往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

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
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

念，平素视为父祖墓坟之地，思慕不已。”

三　“台独”分裂势力倒行逆施，
“文化台独”不可能得逞

　　台湾的“台独”分裂势力，为了达到他们分裂祖

国的目的，也是从文化入手。
一个“台独”作家曾这样露骨地说出了“文化台

独”的“台独”本 质：“何 以 要 从 文 化 层 面 来 主 张‘台

独’呢？简言之，因为这才是‘台独论’的根本，这样

的‘台独论’才有效，这样的‘台独论’才能使台湾真

正独立，亦即台独有意义。”
他们与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一样，鼓吹“台

湾本土文化”，大搞“文化台独”。他们否认台湾文化

是源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称台湾文化是一种糅合

了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汉文化、西洋文

化的多元的海洋文化；将中华文化说成仅仅是台湾

文化的影响因素之一；污蔑中华文化是必须淘汰的、
彻底抛弃的、有毒的文化。

很显然，他们搞“文化台独”的目的就是妄图切

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脐带，以改变台湾同胞的文化

认同，进而改变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从他们不承

认自己是中 国 人、鼓 吹“台 湾 不 是 中 国 的 一 部 分”、
“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谬论中就可以洞察他

们分裂祖国的图谋。
“文化台独”试图从历史文化上“去中国化”，污

蔑、丑化中华民族“残忍、落后”，“台湾人要幸福，必

须离中国越远越好，必须脱离中国”。他们通过修改

教科书来篡改历史，试图在学生中建立台湾本土的

主体意识。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他们从学生

的教科书中，挑出几千条“去中国化”的“不适用词”：
把原来包括两岸范围的“全国、国内、我国、中共”改

为“中国”，把大陆各省都加上“中国”；把“中国人”、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统统删除；把“台 湾 光 复”
改为“战后”；“国 画”改 为“中 国 画”，把“国 语”改 为

“中国语”，把“国父孙中山”去掉“国父”等等，不一而

举。
马英九执政后，进行了局部的拨乱反正，对李登

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去中国化”的“不适用词”部分

地进行了修正、勘误：增加了“两岸同属一中”的表述

和 “去皇民化”的内容；把“日本统治时 期”改 为“日

本殖民统治时期”；“接 受 台 湾”改 为“光 复 台 湾”等

等，但对“海南岛是中国的第一大岛”、“李白是外国

人”之类“去中国化”的内容却没有订正，因此被称为

“课纲微调”。但仅仅是“课纲微调”，民进党当局都

不能容忍，他们上台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撤废了

“课纲微调”。
对此，台湾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文化台独”是

台独势力搞的一个针对台湾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

的“洗脑 工 程”，是 个 根 本 不 可 能 得 逞 的“假 议 题”、
“伪议题”。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台 湾 竞 争 力 论 坛 发 布 了

一项民意调查：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

由当年 上 半 年 的４６．８％上 升 到 了５２％，更 有８６％
的受访者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台湾民众对台独势力搞“文化台独”、企

图把中华文化从台湾连根拔起、把台湾从中国分裂

出去的倒行逆施是不认同的。

四　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

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五千年的

悠久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相互融合，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

了崇尚统一、维护统一的价值观念。虽然经历过改

朝换代、政权更迭，出现过地方割据，遭受过外敌入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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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特别是近代史上曾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但和平

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每一次分裂之后

都复归统一，并且都赢来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的快速发展。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在中华各族人民的心

中根植了强 烈 的 民 族 意 识，那 就 是 中 国 必 须 统 一。
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更为持久。中华各族儿女共同

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

的精神纽带，是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正

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中华文化是中国走向统一的

最大基础”。台湾政治老人陈立夫先生也有过“中华

文化统一中国”的说法。
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反抗外

国侵略台湾的斗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历史证明，
不管台湾遭遇什么风雨，不管两岸关系历经何种沧

桑，两岸同胞始终心心相印、守望相助，没有什么力

量能把骨肉同胞割裂开来。这就生动地证明：中华

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与生俱来、浑然天

成、牢不可破的。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华文化论

坛上，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认为，深植于台湾社会的中

华文化旗帜，并非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够去除。他痛

斥“文化台独”是刨根抽魂的无知狂妄行为，其企图

削弱甚至切断中华文化在两岸的血脉相融，只会造

成台湾社会的精神缺失和错乱，将严重损害台湾社

会的心灵和机体健康。台湾教授杨开煌认为，在台

湾搞“文化台独”、“历史台独”，完全是枉然的，而且

势必产生强烈反弹，因为台湾文化来自中国内地的

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台独”分子搞“文化台独”在台湾并不得人心。

他们对将去大陆称为“出国”、把台湾称为“我国”这

类“去中国化”的课纲正毒害孩子的行为忧心忡忡。
他们说，这样去掉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人名、地名、
书籍、媒体、文学、历史、风俗、习惯等等，台湾还剩下

什么呢？

文化的功效就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在不知不

觉中化入内心。所谓“去中国化”，就逻辑而言也是

非常荒谬的。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既

然是“化”了，能够去得了吗？就正如鲁迅先生所讽

刺的“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那般可笑。

无论是上层士人文化的儒家传统，还是下层民

俗文化的方言、宗教、信仰、习俗和民间工艺，台湾无

一不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和规范构建起来的。
文化就是生活。了解某种文化可以在走街串巷

中得到答案。到过台湾的大陆同胞会发现，中华文

化在台湾 得 到 了 很 好 的 传 承 和 保 存。有 人 甚 至 认

为，在保留中华文化传统方面，台湾甚至比大陆做得

更完整。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可以感受到

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中华文化传统在台湾举目可

见。正如台湾作家龙应台所说：“在台北，当你真正

深入下去就会发现，中华文化传统正在这里一脉相

传：榕树下，大庙旁，你会看到拉着二胡唱戏的老者；
学校里，课堂上，你会看到吟咏唐诗宋词的学子。”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

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是
我们对历史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一切分裂国家的活

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我们绝不

容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

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①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表明：在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
立场从未改变，意志坚如磐石。世界上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阻止１３亿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坚强意志。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

的希望”。实 现 祖 国 统 一，是 中 华 民 族 根 本 利 益 所

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确

保国家完整不被分裂，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
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２］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　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５．
［４］　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５］　连横．台湾通史［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６．

（编辑：燕霞）

·１２·
①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大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１１－１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