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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文化、文明、传统与现代杂说
石奕龙

(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文章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概念: 文化、文明、传统与现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辨析源流, 考

究内涵, 厘订关系, 在此基础上, 论述了文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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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文中,“文”的本义是色彩交错的图形, 或纹

理、花纹。如《周易·系辞下》:“物相杂, 故曰文。”《说

文解字》云:“文, 错画也, 象交文。”《左传·隐公元

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以后由此衍生出其他含

义, 如文字、文物典籍等,《尚书·序》中说: 伏羲画八

卦, 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后来, 其又有了礼乐制

度的涵义。如《论语·子罕》说:“子畏于匡, 曰:‘文王

既没, 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 后死者不得与于

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朱熹注

曰:“道之显者谓之文, 盖礼乐制度之谓。”再后来, 还

引申出文明、道德修养之义等。

而在中文中,“化”字的本义是变易、生成、造化。

如《周易·系辞下》:“男女构精, 万物化生。”显然, 这

是变化的意义。

最早把文化两字联系起来一起用的是《周易·贲

卦·彖辞》, 其曰:“贲亨, 柔来而文刚, 故亨。分刚上而

文柔, 故小利有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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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以

文教化”或“人文化成”的意思。

“文化”两字合用大约在西汉以后, 但涵义与现在

人类学中所说的文化意义不同, 当时指的是与“武功”

相对的以“文治”来“教化”的意思。如西汉刘向《说

苑·指武》说:“凡武之兴, 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 然后

加诛。”还有,“文化内揖, 武功外悠。”[ 1 ]“裁之以武风,

绥之以文化。”[ 2 ]“设神理以景俗, 敷文化以柔远。”[ 3 ]

换言之, 在中国历史上, 文化指的是以文治去教化民

众或他者的意义。

在西方,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co lo , 在拉丁文

中, 它是动词 co lo re 的派生词, 原义是: 人在改造外

部自然界使之适应于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 对土

壤、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后来这个术语产生了转

义, 罗马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在他的“智慧文化即哲

学”这句名言中对这种转义表达得最为迫切, 就这个

意义而言, 智慧文化的内容指改造、完善人的内在世

界, 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质的过程。这个概念的转义

后来不断得到扩大, 现在则把文化不仅理解为对某物

的加工和改造, 而且理解为“对某人的关怀”、“尊敬”,

甚至作为某种“养成的”和“固定下来的”“风尚”。所以

拉丁文 cu ltu ra 有多种含义: ①含有耕种的意义。②

含有居住的意义。③含有练习的意义。④含有留心或

注意的意义。⑤含有敬神的意义。这五种含义实际包

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的内容。现在则形成

两个词, 一个是 cu ltu re, 其为“文化”; 另一是

cu lt iva ted, 其意义是“有教养的”、“耕作的”[ 4 ]。

1690 年, 安托万·菲雷蒂埃编的《通用词典》讲:

cu ltu re, 人类为使土地肥沃, 种植树林和栽培植物所

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而且认为, 耕作土地是人类

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中最诚实、最纯洁的活动。 1878

年, 利特雷编的《法语词典》, 把 cu ltu re 解释为: 文学、

科学和美术的修养。例如我(西赛罗)所仅有的一点知

识, 完全归功于优秀文学的修养[ 5 ]。此外, 利特雷还提

到, 文化还有作为“培养”和“教育”同义词的用法, 如

一个没有教养的人, 品性和感情的培养等。文明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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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 1835 年才出现, 其首次出现在 1835 年出版的

《法兰西学院词典》中, 它认为, 只有当公众的思想集

中到历史的发展进程时, 它才被现代作家所广泛使

用[ 6 ]3。

1843 年, 德国的克莱姆 (Gu stav F. K lemm ,

1802- 1867) 写了《普通文化史》(A llgem eine Ku lu r

- Gesch ich te der M en schheit) , 1855 年写了《普通

文化学》(A llgem eine Ku ltu rw issenchaft) , 并首次给

文化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其曰: 文化是包括风俗报

告 ( info rm at ion)、技能、在平时以及在战时的家庭

(dom est ic) 及公众 (pub lic) 的生活、宗教、科学与

艺术。

1871 年, 泰勒在人类学中第一次给文化下定义,

他说: 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整体 ( com p lex

w ho le) ,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

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

惯[ 7 ]1。由此可以看到, 那时人们还未把文化和文明区

分开来。后来, 才把这两个术语分别界定不同事物。同

时, 从这个定义看, 他比较注重的是精神文化方面, 不

过泰勒还说: 对文化的研究, 首先是详细论述这个题

目, 然后把文化细目分门别类, 例如武器, 可分为矛、

棒、投石器、弓箭等。从这里看, 他并没有忽视文化的

物质层面, 尽管在定义中他并没有挑明。

随着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 文化定义的数量

也大为增加, 很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

都给文化下过定义, 如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 1950

年认为: 在人类学中所谓的文化, 意味着一个民族的

生活方式的总体, 以及个人从其集团得来的社会性的

遗产。日本的人类学家石川荣吉认为: 文化是被社会

(集团)成员所掌握和共同拥有的, 并且作为社会性的

遗产而传给下一代的生活方式[ 8 ]5。李亦园先生认为,

人类学家所说、所探讨的文化是指人类共同活动所创

造出来的所有产物, 这些创造出来的产物, 不但包括

人们所用的工具、社会生活所赖以维持的典章制度、

精神生活的种种艺术产品, 同时也包括创造过程中诸

多人类心智活动的历程[ 9 ]4。到 1952 年, 克拉克洪与

克鲁伯统计, 当时有 160 多种文化的定义[ 10 ]。

这以后, 人们已把对人工制品和物质文化的其他

外在表现的关切, 转到了差不多压倒一切地对社会文

化和精神文化的兴趣方面。人类学家所下的定义多偏

重在精神文化方面和文化文法方面, 如马文·哈里斯

说: 文化“是指后天学习来的各种思想和行为的积贮,

它是独立地显现的, 并可以系统地从一代传承到下一

代。”[ 11 ]47又说: 文化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 从社会上

获得的传统和生活方式, 包括已成的模式、重复的思

想方法、感情和动作 (即行为) [ 12 ]6。墨菲认为: 文化意

指由社会生产并世代相传的传统的全体, 亦即指规

范、价值及人类行为的准则, 它包括每个社会排定世

界秩序并使之可理解的独特方式[ 13 ]20。另外一些人类

学家如古迪纳夫、格尔茨、列维- 斯特劳斯都认为: 理

念层面 ( the rea lm of idea l) 或象征 ( the fo rce of

sym bo ls)是塑模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关键。所以他们都

强调文化是个象征体系。如古迪纳夫认为: 文化可以

区分为两方面, 一是属于行为的模式 (pa t tern s of

behavio r) , 指日常生活中可观察的一切现象, 包括各

项群体活动、社会组织与所有物质层面的世界。二是

指引行为的模式 (pa t tern s fo r behavio r) , 指的是知

识与信仰的体系, 是人用以建构其经验知觉及指导行

为的观念体系。他说: 文化不是物质现象, 也不是由事

物、人们、行为、情感所组成。它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

各种事物的形式, 是为了理解、阐明并用不同方法解

释这些事物的模式[ 14 ]。史瓦慈认为: 文化是一个知识

的总汇, (a poo l of know ledge) 文化分布模式 ( a

d ist ribu t ive m odel of cu ltu re ) 含 差 异 与 共 同

( comm onality) , 差异增加文化的创造性, 而共同使

沟通成为可能。基辛也说: 文化符码 (cu ltu ra l codes)

是潜藏在我们行为的背后, 指引着我们所思所行的一

切, 但是我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文化给我们一个

有色的眼镜。

格尔茨在许多地方给文化下了定义, 如文化就社

会互相作用发生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意义和象征的有

序系统 (o rdered system )。文化是意义的结构 ( the

fab ric of m ean ing) , 人类用此以解释他们的经历, 并

指导他们的行动。文化是“社会互动赖以发生的一个

有序的意义体系和象征体系。”[ 15 ]144- 145文化是指从历

史沿袭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 (pa t tern

of m ean ings) , 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

系, 人们以此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

态度。有的人则翻译为: 文化意味着具体表现在符号

中的、富有意义的、历史的传统模式, 这个符号模式,

是由人类传递、保存和发展他们关于生活的知识和对

生活的态度的一个继承性的观念系统。有的则翻译

为: 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 也不是模棱两可的, 而

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

式, 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 人们以

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

度[ 16 ]103。在其他地方, 他还说: 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

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 ⋯⋯我与马克斯·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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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一样, 也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

网 (w eb s of m ean ings) 上的动物, 我把文化看作这些

网, 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

学, 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 16 ]5。实际上, 格

尔茨是把社会看成互动模式的本身和稳定的模式; 而

把文化视为: 是社会互动赖以发生的有序的意义和象

征体系。这可能是现代比较流行的界说, 但不管怎么

说,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文化, 不论是生活方

式的整体也好, 或是一种由象征符号构成的意义

体系。

二

文明是一个与文化类似的概念。在中国典籍中,

“文明”这一词组也是早已有之, 如《周易· 乾卦·文

言》就说:“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疏云:“天下文明

者, 阳气在田, 始生万物, 故天下文章而光明也。”这里

的文明指的是万物生长, 一片光明之意, 喻指华彩光

明的美好之事物。又《周易·革卦·彖》曰:“文明以

说”。孔颖达疏云:“文明以说者⋯⋯能思文明之德以

说于人, 所以革命而为民所信也。”这里的文明则是以

文德教化的意思, 与文化的意义是类同的, 换言之, 在

中国古代, 文化与文明的涵义差别不大。

在西方, 文明 (civiliza t ion) 来源于拉丁语 civitas

意思是公民的、有组织的, 主要指社会生活的规则和

公民的道德品质而言的, 或者来源于 civis (市民之

意) civilitas、civias (都市之意) , 它通常与城市或较大

型的聚落有关。所以,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文明

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专业化、城市和

大量人口、数学和文字的发展[ 17 ]143- 144。有的词典也认

为: 只有在城市发展的地方, 人们才能创造复杂的文

明。如“由于文明生活最初是在城市居民中发展起来

的, 所以人们往往把城市的文化和文明相提

并论。”[ 18 ]

在 18 世纪, 虽然法国思想家针对“野蛮状态”提

出文明的概念, 但最初, 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并没有太

多的区别, 如泰勒在 1871 年给文化下定义时就认为

文化与文明是一回事。真正最早将文化与文明加以区

别的人, 大约是摩尔根, 他在《古代社会》(1877) 一书

中把人类的古代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

段, 并把文明看作是人类发展的高级属性和社会发展

高级阶段的一种状态, 而且还把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作

为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从此后, 文明被视为是人类

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 而与文化有所区别。因此, 现在

一般都认为: 文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或程度的表

现, 它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 并随着社

会文化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两个方面, 但与文化有别, 世界上有没有产生文

明的民族, 却无没有文化的民族。文明主要表现在: 阶

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所产生的国家、城市的兴

起; 金属工具 (青铜器或铁器) 的使用; 社会分工进一

步专门化如出现专职的艺术家等; 社会阶层日益复

杂, 等等[ 19 ]9。文明多与城市 (实际上是较大型的聚

落)、国家、文字、社会分层等联系起来, 并成为文化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此后, 人们也把文明加以区别, 以反映不同时代

的文明或不同地域与文化性质的文明。如根据时代的

不同区别的有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区别, 这种区别

认为, 传统文明 ( t rad it iona l civiliza t ion) 与现代文明

(m odern civiliza t ion) 相对应, 是现代工业文明以前

的各种文明的统称。一般可划分为两种: 即古代文明,

它是以阶级、国家的确立为标志的文明。中世纪文明,

它是以封建生产关系为基础而产生的文明。但也有人

认为传统文明指的是工业文明以前的文明, 不过, 传

统文明很难区分为几个阶段, 这大概是因为世界各国

的历史很难有统一阶段来区别的关系。此外, 也有人

如瓦拉格纳克把传统文明划分为中世纪、古代和史前

三种文明[ 19 ]195。因为, 在人们所说的没有文字之前的

史前, 也已经出现了大型的聚落以及复杂的社会分层

等与文明指标相关的现象。

有的区别则根据地域的不同以及文化面貌的不

同来划分, 如有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

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此外,

也有人认为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区别, 这主要是

以取食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文明现象不同来区别的。

但是不管如何区分, 也不管界定的指标有多少,

但其中界定文明的主要指标则都是城市 (大型聚落)

与社会分层两方面。所以,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文明的

概念与文化的概念仍是可以区别的, 也就是说, 文化

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或是其意义体系; 而文明则

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通常与国家、社会

分层、文字等因素相关。因此, 在人类学分类中, 仍然

是没有无文化的民族, 但却有没创立过文明的民族。

三

“传统”与“现代”是一对在时间顺序上对立的概

念。传统这一概念似乎容易理解些, 因为其主要指的

都是现代以前的或现代以前创造并积淀下来的东西。

如人们把传统作为定语来限定社会时, 就形成“传统

社会”( t rad it iona l society) 的概念, 其指的是工业化

之前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 而且通常是以农业经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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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并以家庭为主要的人际关系。又如以传统限定主

义, 就成了“传统主义”( t rad it iona lism ) 的术语, 其指

一种以传统习俗为基础的思想或行为方式[ 20 ]235, 在现

代社会生活中, 持这一观念的人往往反对剧变或改

革, 比较保守。再如以传统去限定文化, 就构成“传统

文化”( t rad it iona l cu ltu re)的术语, 它实际指的是“传

统的文化”, 按此字面的意思, 原本应该指称“过去的

文化”, 但创立这一概念的埃里克森却把它当作“文化

传统”理解, 他认为, 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文化群体在历

史上通过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习俗及制度等的形式

保存下来的文化。他在《俗民生活研究》说:“在所有的

社会阶层中都有可能发现相当分量的、往往是传袭下

来的, 并且至少是个别地同化及消化了的文化, 就是

传统文化。事实上, 俗民文化就是活生生的传统文

化。”[ 19 ]195换言之, 他认为文化的传统即传统文化, 也

就是说, 他所说的是现时文化中的传统部分, 即文化

传统, 其承载者主要为俗民。所以他也认为, 当俗民文

化与较进步的文化接触时, 其传统性就显示出来。传

统文化体现于群体之中, 该群体可以是一个超越国界

的群体, 亦可以是由少部分人聚居的小型社会, 故传

统文化乃主要针对文化上的特质而言。一个民族的传

统文化的形成, 往往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

结构、政治制度等具有密切的联系, 它具有历时性、普

遍性、延续性以及变异性等特点。

由此看来, 埃里克森是把“文化传统”视为“传统

文化”。实际上文化传统主要指支配着整个民族的一

种习惯势力和精神力量, 一种集体的潜意识, 是现时

文化的传统部分, 历史上积淀下来的部分。文化传统

是在历史的长河中, 由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它也支

配着现时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时时刻刻影响着现时文

化的发展。人们遵循它行动, 但又很难意识到它的存

在。它既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也可能是文化发

展的包袱; 文化传统越深厚的民族, 其包袱就越重。因

为文化传统是千百年来文化发展积淀的结果, 在这种

历程中, 文化传统已成了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 历史

越悠久, 它越顽固。因而在所谓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

的最大问题往往是文化传统改造的问题[ 19 ]78。总之,

我们在理解传统时, 应该把指称现时文化中的传统部

分的“文化传统”与指称过去文化的“传统文化”概念

加以区别, 而不是混为一谈。这样也许我们可以比较

清楚地认识所谓的传统。

比较难以理解的概念是“现代”, 从字面的意义

看, 它应该指的是“现时的文化”, 从而可以与“传统文

化”相对应。然而, 人们往往把“现代”认定或界定为资

本主义早中期的文化。如《后现代主义辞典》中的“现

代与后现代”(m odernöpo stm odern) 词条说: 这是

“一些西方学者用来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历史分

期的概念。”“从社会经济方面看,‘现代、后现代’对应

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期和晚期; 就文化看则称‘现代

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分别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应, 把‘后现

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 21 ]641- 642

但也有人认为, 现代指的是资本主义的早中期, 如吉

登斯把文化发展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

个阶段。他在讲所谓的“现代性”时认为, 现代性是 17

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并且其影响随之向世界各地蔓

延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组织方式[ 22 ]1。而且, 他认为现代

性具有多维制度性特征, 其包括工业化, 即通过劳动

分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等人类主体对自然 (或者说

人类主体行动所创造的环境) 的改变; 资本主义, 即在

竞争性的劳动与产品市场条件下资本积累; 监督制

度, 即对信息的控制与社会性监督制度; 军事力量, 即

在现代战争本身的高度工业化技术化条件下对暴力

工具的控制。他认为, 上述四类制度是彼此互相影响

的, 共同编织了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 但现代性也

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其中的任何一维[ 22 ]56。由此看来,

在吉登斯看来, 所谓的现代起始于 17 世纪, 而后现代

则起始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上述这些论述, 所

谓现代的概念, 是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 她多指资本

主义早中期这样一个阶段, 而其特征也就是所谓的

“现代性”。

以在西方形成的具有这样定义的概念来认识, 在

国内就出现了悖论, 如我们现在讲的“现代化”, 岂不

等于“资本主义化”。如此看来, 国内在界定所谓的“现

代”或使用所谓“现代”时, 并没有把它看成是资本主

义早中期的代名词, 而可能是以“现时”或“现在”、“现

阶段”来理解的, 否则就没有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提法。也就是说, 在国内, 所谓的

“现代”可能主要是指“现在”或“现时”或“现阶段”的

状况, 而与“主义”或“社会形态”无关。也就是说, 在

“现代”这个时间段中的各社会, 可能是资本主义的,

也可能是社会主义的, 甚至也有可能是其他什么主义

或其他什么类型的社会形态。

不过, 这样理解与认识, 似乎也存在着一些悖论。

比如, 如果“现代”指是现阶段的社会或文化, 那么, 在

现阶段中, 由于所有的事物都是“现在的”, 又如何可

以区分出所谓的“后现代”。看来, 国内在使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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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不完全是以“现在”或“现阶段”的意义来界定它,

其“现代性”也不完全是“现在”或“现阶段”的意思, 而

似乎是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杜尔干所理解的那样,“现

代”指的是“工业社会”。换言之, 如果我们像杜尔干那

样把工业社会理解为“现代”, 而把工业社会以后的社

会, 即“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理解为“后现代”,

似乎就可以比较顺地理解所谓的“现代”与“后现代”

的概念以及内涵, 同时, 也避开了所谓的“主义”和“社

会形态”等问题。因此, 在国内, 我们所理解的“现代”

与“后现代”似乎是在杜尔干理论的基础上来认识的。

当然,“现代”不论是以“现阶段”去理解, 还是以

“工业社会”去理解, 它都是从“过去”或从“传统社会”

或“传统文化”走过来的。由于文化具有积淀性, 因此,

“现代社会”或“现代文化”、“现代文明”, 虽然其结构

可能与“传统社会”或“传统文化”、“传统文明”有质的

差别, 但也必定会有着许多“文化传统”存留下来, 从

而也使“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许多延续性。换言

之,“现代”中包含着“传统”。同时, 由于文化的发展与

变迁, 往往其主要的动力是来自内部, 而且, 外来的影

响, 往往也要通过内部的调适并作出自我选择后才能

采纳与实施。因此, 在现代, 传统仍会起着重大的作

用, 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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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paper m akes an analysis of the term s of“cu ltu re, civiliza t ion, t rad it ion and m odern”

from the perspect ive of socio2an th rop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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