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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的建构

陈孔立

年 月 日马英九首次提出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这个概念
⑴

，他说
“

年来 台湾人民秉持

正直 、善良 、勤奋 、诚信 、进取与包容的核心价值 ， 以
‘

台湾精神
’

完成改革 ， 打造具有 台湾 特色的 中 华文

化
”

。 从此 ，台湾 当局对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建构就开始了 。 年 月 日 马英九又提出
“

文化

兴国
”

的说法 对于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除了重复以上所说的
“

核心价值
”

之外 ，
还补充说 ：

“

表現在外的

就是海洋文化 、多元文化 、創新文化 以及志工文化和愛心文化
”

。 以上就是马英九所说的
“

台湾特色的中华

文化
”

的基本概念 。 本文试图就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内涵 、特性 、建构的意图 以及两岸文化的相互关系

等问题进行探讨 。

一

、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 内涵

根据马英九上述
“

表现在外
”

的五种文化 ，其内涵应 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

一

） 海洋文化 。 马英九指出 ，台湾在美国 、中 国大陆 、 日本三大经济体竞合中求发展 ，把博大精深的 中

华传统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明 操合成
“

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 又说 ：

“

海洋文化
”

，这是
“

开放与创新
”

的方面 ，是
“

创造
”

，
特别是

“

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
”

。

二 ） 多元文化。 台湾一般指的是 包括闽南文化 、客家文化 、原住民文化 、大陆各省文化以及 日本文化 、

西方文化等在内的多元的文化 。 有人指出 两岸文化虽来 自共同泉源 ，但台湾吸收了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

曰 本 、美 国等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在 年后与 迁徙到台湾的大陆各省文化融合
”

，让台湾发展出
“

独特具

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 具体的表现如 ：

“

在台湾包容与热闹 巳成为台湾的夜市风情 外来美食在台湾落

地生根成为在地文化 如油条杏仁汤 、东山鸭头 、山东馒头 、新騷羊肉 串 、 中东沙威玛 、 日 本寿司 、泰式酸辣料

理等 。 台湾夜市的美食充分展现出 台湾的文化包容性
”

。

三 创新文化。 有如下的说法 ： 台湾保 留了完整而丰富的 中华文化传统 ，从人文精神到生活美学 它融

合古老的涵养与现代的创新 。 台湾创造 了新的 中华文化 。

“

台湾更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创新 ， 中华文化在

台湾 早 已吸收西方当代文明 的精华 创造新的艺术表现 。 从舞蹈 、音乐 、戏剧 、视觉艺术到影视等等都得到

世界高度肯定 。

”

此外 ， 台湾还有
“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

，创造更能够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发展 台湾民主化之

后形成了
“

多元社会与 自 由主义传统
”

，

“

这两者令台湾具有
一些新的想法和 自 由 的创作环境

”

。

四
） 志工文化 。 马英九强调台湾有

“

兴旺的志工运动
”

。

“

志工运动是很重要的学习 ， 因学到的比付出

多 ，志工运动是具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尤其区域志工走到
‘

国外
’

服务 代表积极 、进取精神 ，这在中华文化

相对较弱 。 他还说 ：

“

台湾的志工运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 红十字会和
‘

国 内
’

其它宗教

团体所组成的志工团队 形成很了不起的台湾特色文化 。 志工无怨无悔 ，捐钱 、捐时间 、捐血、捐大体 、捐器

官 这是 自 由民主环境及富裕的社会才会出现的 自动 自发的行为
”

。

五 爱心文化。 马英九以台湾 的佛教为例 说明佛教徒从事关心弱势的工作 ，这是
“

人世化
”

；把佛教当

事业来经营 ，这是
“

企业化
”

；
有成千上万的志工从事社会服务 这是

“

志工化
”

；在世界各地建立许多佛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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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国际化
”

；
以上都是爱心文化的体现 。

“

台湾 的爱心无远弗届 ，而宗教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发挥安定人心

作用 ，宗教团体的效率不亚于大企业 。

” “

台湾人充满爱心 ，认养逾 万名
‘

国 内外
’

贫童 ，捐血 比率接近总人

口 的百分之八 而台湾民众在 日本发生
“

三一一震灾
”

后 ，共捐输新台币 亿元 ，令 日 人相当感动 ，获得 日 本

各界感谢 。 这些都显示台湾对全世界都关心 ，
也凸显台湾人就是有爱心 ， 提升

‘

国家
’

的形象
”

。 此外 ，他还

提到对同性恋者的帮助 他说 ，在同志公民运动 ， 台湾也是亚洲第
一

。 他 自 己在担任台北市长时 ，

“

台北市被

认为是亚洲对同志最友善的城市 因为政府编预算来帮同志办活动
”

。

换
一

个角度 即文化学的角度 从文化的层次来考察 ，
可以把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内涵表述如下 ：

一

物质文化 。 或称器物文化 是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 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 ，是可

感知的 、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 。 包括生产工具 、生活工具 例如建筑 、器皿 、衣 、食等等 。 在这个方面 ，他

们讲得不多 。 马英九提到台湾的小吃美食 、 牛肉 面等等 他说 ： 在饮食方面 ， 台湾社会发展 了许多庶 民 的美

食小吃 像
“

牛 肉面
”

，原来中 国大陆是没有 的 ，
而台湾老

一

辈的人也不吃牛肉 。 据考证 牛肉面是来台老兵

在眷村所发明 五年前他职掌台北市政 举办
“

台北牛 肉面节
”

，
现在 已扩大而为

“

国际牛肉面节
”

。 此外 ，

还提到 台湾的 出版事业 ， 台湾地方虽小 ，
却是世界华文出版中心 每年出版图书达五万多种 ， 中 国大陆人 口

是台湾的五十七倍 ，但新书出版图书种类只有台湾的三至四倍 ，可见台湾的 出版能量居华文世界之冠
”

。 此

外 还有
“

启动大故宫计划
“

、

“

台湾文化八宝箱
”

等等 。

二
）
制度文化 。 这是通过规范的习惯或文字文本形式固定下来的作为人们生产 、生活典范的文化成

果 。 包括社会 的法律制度 、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 （ 法律 、制度 、规章 、条例 ）等

等 。 提到的有 ：

“

废除台湾长期存在的养女制度 并力推民法上的
一夫一妻制 ， 明显提高妇女地位

”

以及
“

扎

实的公民社会
”

、

“

多元的社团宗教
”

、

“

自 由 的媒体舆论
”

、

“

普遍使用的正体字
”

等等 。

三 行为文化 。 这是指通过 日 常生活中 的各种行为方式进行表达的文化形态 。 包括当地一些习惯性

的规定 。 马英九说 ： 中华文化中
“

善良
”

与
“

诚信
”

的核心价值已融人台湾的 日 常生活 。

“

台湾的爱心真是无

远弗届
”

。 又说 通过宗教力量 ，

“

引领民众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

。 此外 ，
还提出要建立

“

富而好礼
”

的社

会 。 台湾民众在 日 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诚信 、感恩 、分享 、有礼貌 、守秩序 、尊重对方 、乐于助人等等 ，受到广泛

的称赞 。

四
）
精神文化 。 马英九讲得最多的是精神文化 ，

一方面强调
“

台湾保留了完整而丰富的 中华文化传统 ，

从人文精神到生活美学 ，它融合古老的涵养与现代的创新 有非常多值得大陆借镜的地方
”

。

“

台湾也是全

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 、最彻底 的华人社会 。 仁义 、孝亲 、尊师 、勤奋 、善 良 、纯朴等儒家倡导的美德 早已成

为民众生活的
一

部分
”

。 另
一

方面强调
“

台湾因为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创新 ，使中华文化在台 湾 ， 吸收了西

方当代文明的精华
”

。 由这二者
“

揉合
”

成
“

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 当然 ，在许多场合 ，他一再强调
“

公民

索养
”

、

“

民 主制度
”

、

“

自 由精神
”

、

“

普世价值
”

、

“

人权法治
”

等等 强调两岸的差异在于
“

生活方式与核心价

值
”

显然 ，精神文化决定一个国家 、地 区 、民族文化的特色或差异 ，是文化的灵魂和 中枢 ，
决定并在一定程度

上支配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 。 研究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
就应当对它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体现的实质给予

特别 的重视 。

二 、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特性

关于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特性 ， 台湾方面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解释 。

— 马英九的
“

三个特质
”

说 。
一

是公 民素养植根最深厚 ；
二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 ；

三是传统与现代

的衔接转化最细致 。 民主制度造就了我们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中开放的风气 、 自 由 的精神 ，成为创作家的

土壤 。

二
）
盛治仁的

“

两个部分
”

说 。 传统部分 ：

“

以 中华文化为底蕴
”

的传统文化 保存得比大陆好 创新方



面 ： 因 民主 自 由制度结合欧美 、 日本文化 ，形成创意 的文化激荡 。 因此 ，传统部分更传统 创新部分更创新 。

盛治仁强调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差异 ，他说 ：

“

我们已经发展 出
一

套与中国大陆在本质上和形式上都不太

一样 的 、很有特色的本身的文化
”

。

三
） 杨渡的

“

三个特色
”

说 。 第
一

，历史上的台湾移民从大陆带来了传统中 国文化 从大陆带来的宗教 、

民间信仰 、宗教礼俗 、生活习惯等等已经深人生活 ，
成为 台湾文化最重要的根基 。 第二 ， 年前后的大迁

徙所带来的大陆各地的文化特色 。 第三 ，文革时期很多传统 中 国文化被破坏 台 湾则积极推动 中华文化复

兴运动 。 他还指出 ， 台湾独特的多元文化有三个基本优势 ：

“

首先 ， 相较于其他华人地区 ， 台湾有比较深厚的

中华文化底蕴 。 第二 台湾本身有海洋文化的包容 ，
也是移民社会 ， 在汉文化为主体之外 ，还受到 日 、美文化

的影响 。 第三 民主化之后形成了多元社会与 自 由主义传统 这两者令台湾具有一些新的想法和 自 由的创

作环境 。 杨渡的看法与盛治仁有所不同 ，
他强调

“

中华文化是根基
”

，

“

台湾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 。 没有中华文化 就没有所谓的台湾文化 。 中华文化是根基 、是范畴 、是特色 ，是台湾文化赖 以生存发

展的阳光和空气 。 如果把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就贻笑大方了
”

。 因此 ，他认为马英九提出
“

台湾特色的中华

文化
”

概念 ，

“

这个说法不是台湾文化驾驭中华文化的
‘

台独
’

文化概念
”

。

四
） 林中森

“

四个非常
”

说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就是每个人都非常殷实 ，每个人都非常忠厚 每个人

都非常善 良 ，每个人都善尽社会责任 。

其实
，从马英九的言论中可以看出 ，他还强调指出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有两个特点 第一 ，他说
“

因

为中华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结合 结合成一个非常完整且新的东西
”

。 这说明必须是
“

二者结合的
”

，而且是
“

新的东西
”

，
既不是原来的中华文化 也不是原来的台湾本土文化 。 第 二 他说

“

台湾人用台 湾的空间 ，用

台湾的人力 发展出一个丰富中华文化的模式 ，这就是发展 了一个具有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 这说明它

必须是
“

台湾的
”

， 由 台湾人建构 的 。 这样 就把
“

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与不是
“

二者结合的
”

、不是
“

台湾

的
”

文化区别开来了 。 当然 它还一直保留
“

中华文化
”

的名称 ，承认
“

中国文化和传统是台湾文化的根源
”

，

承诺要
“

传承中华文化
”

。 正如台湾官员所指出的 ：

“

马英九政府显然希望借 由文化 ， 标示 台湾的不同 不否

认与大中华文化的血脉相承 但更突 出台湾最近 年发展 中逐渐巩固 的 自 由 、民主 、多元价值
”

。 由此可

见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是
一

种传承中华文化但又不同于大陆的中华文化 ，
而是 年来在台湾发展 出来

的
“

中华文化
”

，
这才是它的特性 。

三 、建构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意图

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 ： 观念不仅是指导行动的路线图
，
观念还有建构功能 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 ，

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
”

。 建构
“

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这一观念 ，
可以表明台湾现有文化的身份 认同 ） ，

以此作为
“

我者
”

并与
“

他者
”

相区别 。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身份 认同 ）
呢？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

“

个体有一种

获得 自 尊的基本动机
”

，

“

人们有对 自 尊的需求
”

，
社会认同则是

“

满足 自 尊的需要
”

。 建构
“

台湾特色的 中

华文化
”

首先是为了满足 自尊的需求 。

建构
“

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是在如下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
一方面 ，台湾经过李登辉 、陈水扁时代的

“

去中 国化
”

，对中华文化造成很大的伤害 。 原来的
“

中华文化复兴总会
”

被改名为
“

国家文化总会
”

，他们强

调
“

台湾文化
”

，而把中华文化说成是
“

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

，甚至把中国文化说成是
“

劣质文化
”

，主张
“

彻底

抛弃
”

。 马英九上台以后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 。 建构
“

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目 的之一就是要与
“

独派
”

的
“

台湾文化
”

相区别 。 另一方面 年以后两岸关系有所发展 在签订 之后 大陆方面积极提出签订

两岸文化交流协议 加强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共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 。 台湾方面感受到这是
“

大陆中

华文化的攻势
”

他们 出 自
“

自尊的需求
”

，企图在文化方面争取主动 ，掌握话语权 ，并且认定 台湾在
“

保存

中华文化
”

和
“

创造台湾精神价值
”

这两个方面有优势 以此与大陆相 比较 用 以显示他们在文化上的领先地

位 并与大陆文化相区别 。



为了建构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就需要通过社会比较 ， 即把
“

我群
”

与
“

他群
”

相 比 ，
而且

“

放大 内群

我群 相对于外群 （ 他群 ） 的优越性和有利地位
”

，

“

最大化内群的相对优越性
”

。 强调
“

我群
”

的优势 ，实际

上就是强调
“

他群
”

的劣势 ，所以
“

对外群的刻板印象通常是负面的和跃抑性的 。

”

应 当强调指出 ，

“

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的建构着重是通过与大陆的社会比较而展开的 。 他们公开提出

如下一系列
“

超越大陆
”

的论点 ：

台湾的 中华文化已经趄越大陆 台湾要做
“

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

——

“

未来一百年 ，

‘

中华民 国
’

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 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动乱 多年来 ， 台湾保

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 ，它的传统韵味 ，让世界惊艳
”

。

——

台湾要扮演
“

中华文化领航者
”

的角色 。

“

事实上 ，许多 中华文化的特色在台湾实践的程度 已超越

大陆 、甚至任何一个华人社会
”

。

“

只有在台湾 ，才能学到正统的汉字与完整的中华文化
”

。

——

“

台湾也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 、最彻底的华人社会 。 仁义、孝亲 、尊师 、勤奋 、善 良 、纯朴等儒

家倡导的美德 ，早巳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 台湾也具有扎实的公民社会 、多元的社团宗教 、 自 由的媒体舆

论 、兴旺的志工运动
”

。

“

只要发挥文化的创造力 ，台湾的魅力可以吸引全世界 。 唯有台湾 ，最有条件成为中

华文化的领航者
”

。

二
） 台湾的中华文化是在台湾

“

打造
”

的 是大陆所没有的 ，并且受到各国的肯定
“

我们的根 当然是来 自 于中 国大陆 但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我们播下的种 ，产生出过去在 中国大陆不

曾 出现的一些现象 、精神
”

。

“

经过政府近年来的建设 ，
世界上已逐渐熟悉台湾表现出的文化 ；

现在共有 个国家或地区给予我国

国 民免签证的待遇 ，正代表着我们的国 民素质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 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表现
”

。

“

俅台 湾的佛教兴旺 但中国却没有 ， 主要是因为台湾 自 由 、 民主的氛围 ， 再加上志工运动 ，使它变成非

常企业化的组织 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

。

“

中国的宗教早年没有这么人世
”

。

三
） 台湾要做中 华文化的领航者

“

不担心会触怒大陆 不怕与大陆相比
“

台湾要作为
‘

世界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

，他 （马英九 ） 不担心此举会触怒大陆 ，
因为大家各凭本事 ，谁能

够把文化展演得更好 才能够配称文化的领航者 ， 良性竞争
”

。

“

讲到中华文化 ，有些人常会想到中 国大陆就在我们的隔壁 我们怎能跟他们 比呢 ？ 事实上 ， 很多到过

中 国大陆与台湾的人都知道 台湾在中华文化的落实与生活化方面 不但不比大陆差 有些方面还更澈底 ，

因为大陆毕竟经历过文革等风雨 台湾则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发展 保有中华文化温柔敦厚的气质 ，

许来台湾的人士都感受得到 ，尤其是大陆观光客的感受更是具体
”

。

“

台湾推动民主 、 自 由 、与多元 ，使得许多活动 、许多现象 展现了 台湾很重要的特色
”

。

“

台湾与大陆往

来 应可展现更大 自信 不必担心会吃什么亏 ， 因为 自 由 、 民主
‘

已变成我们 活生生 、 每天都存在的生活方

式
’

，这种方式不但影响台湾 也一定会影响周边的华人社会
”

。

四
） 大陆的中华文化受到摧残 ，

甚至已经 断绝
“

四十多年前 大陆还是在搞文革 中华文化受到很大的摧残 可是四 十年后 ，大陆不但不再批判孔子 ，

反而在各地设立孔子学院
”

。

“

大陆的主流思想逐渐回归 中华文化 ，让人感到庆幸 。 台湾多年来一直是捍卫中华文化 、发扬中华文化

的重要基地 希望透过民国百年的活动把这些展现出来
”

。

“

世人不仅希望看到大陆
‘

和平崛起
’

，更希望看

到大陆是
‘

文明的王道崛起
’

，
也就是

‘

对外行王道 、对内行仁政
’

。

”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中 国大陆前副委员长许嘉璐接受台湾 《旺报 》专访时讲到的
一件事 ： 马英九曾经说

过 中华文化在大陆
“

断绝
”

了 而且
“

断绝
”

这个词用过三次 。

以上全部出 自 台湾领导人的讲话 ，罗列这么多言论 ，读者应当会有
“

咄咄逼人
”

之感 ，也只有罗列这么多

言论 ，才可以看出他们要与大陆文化
“

切割
”

的急切心情 。 其实 ，这是社会认同过程必然产生 的现象 ：为了满

足 自尊的需求 往往把本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别最大化 ， 力 图提升对本群体的积极评价 ，在形成对内群体的



“

偏好
”

的同时 ，
也形成对外群体的

“

偏见
”

。

写到这里 ，
台湾当局建构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意图 已经十分明 白 了 ，那就是要在台湾建构起对
“

台

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认同 ， 以此为
“

我者
”

， 以大陆为
“

他者
”

，
不认同大陆的 中华文化 不认同一切没有

“

台

湾特色
”

的 中华文化。 另一方面 ，
强调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优于大陆 、

“

超越大陆
”

，
只能由他来

“

领航
”

。

这意味着在两岸文化交流方面 ，
只能由 台湾来主导 ，如果要签文化协议 ，可能要靠台湾

“

让利
”

给大陆了 。

应当说 两岸由于社会制度不同 在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化方面存在差异 ，各有长短 ，需要进行深入的研

究 。 单方面地讲 自 己 的优势 而不讲对方的优势 ，本来就不公平 。 至于说上述
“

超越大陆
”

的现象是否存在 ，

也是可以讨论的 。

更重要的是 ，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还不一定能够获得多数台湾民众的认 同 ， 在这方面只要举 出两个

实例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 有
一部分人反对

“

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的说法 认为这是把台湾文化
“

边缘化
”

“

矮化
”

，

“

把台湾文化附庸在中华文化之下
”

，

“

中华文化才是主体 ，
而台湾特色只是这个主体的装饰品

”

他

们主张台湾文化
“

自为主体
”

。 另一部分人认为马英九提出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是与
“

去 中国化
”

的政

策相区隔 ，但他走的是
“

文化中华
”

的路 而且
“

有些胆怯
”

。 马英九
“

宣示要让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

这更是对大陆想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 ，
做出明 确的政策性回应 也代表了在未来两岸 的文化交流 中 ，

‘

中华

民 国
’

将会和大陆竞争 中华文化的诠释权 以及话语权
”

由此可见
“

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是否能够得

到台湾大多数人的认同还是
一

个问题 ， 因此 ，有人认定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是台湾 民众的集体记忆
”

， 我认

为要下这个结论为时尚早 。

四 、两岸文化的差异与交集

两岸都肯定中华文化 表示要继承与发扬 中华文化优秀传统 促进 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 这表明两岸

文化存在一定的相同与相似之处 。 但是 台湾当局从 年开始建构
“

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
”

，
中国大陆则

从 年开始建构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这说明两岸在文化上存在着
“

我者
”

与
“

他者
”

的差异 ，即认同

的差异 。

大陆把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的建构作为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强调
“
一

定要坚持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树立髙度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 自信
， 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宏伟 目标阔步前

进
”

。 显然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特定的环境下建构的 ， 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文

化 ，这就和一切非社会主义的文化区隔开来 。 而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则是在台湾特定的政治 、 经济和社

会制度下 以
“

台湾精神
”

打造出来的民主 、 自 由 、多元的文化 。 由 于两岸社会制度 、背景条件以及发展方向

的不同 ，在制度文化 、行为文化 特别是精神文化方面存在很多差异 。 在近年来两岸交往 、交流的过程中 ，大

家都有亲身的感受 。 两岸文化
“

同根不同质
”

，应当强调指出 两岸无论在主流文化 、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方

面都存在着
“

本质的差异
”

，这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

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全球化 、现代化的今天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 ，两岸文化都应当适应形势

的发展 ，体现时代的特征 ，
因此两岸在文化上也已经出现

一些共识、互动和交集 。 台湾方面提出 两岸 民间合

编
“

中华大辞典
”

的主张 ，
立即得到大陆方面的善意回应 ，

并且 由两岸数百名专家共同编出 《两岸常用词典》 。

此外 ，
台湾方面还提出

“

加强两岸文化交流
”

，

“

在中华文化的智慧指引下 ，用和平方式解决双方争议
”

等等 。

大陆方面则髙度肯定
“

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 ， 台湾文化丰富了 中华文化的 内涵
”

。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

出 ：

“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深人开展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 丰富人民梢神世界 ，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 。 倡导富强 、 民主 、文明 、和谐 倡 导 自 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
倡导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对此 ，刘亚洲指出 ： 富强 、民主 、文 明 、和谐 ；
自 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 国 、

敬业 、诚信 、友爱 ；

“

这 字从国家 、社会 、个人三个层面构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

“

对于凝聚全国人

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汇聚各族人民的力量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

。 显然 ，报告中的这段话就是对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的最新概括 ，这与台湾方面所强

调
“

正直、善良 、勤奋 、诚信、进取与包容的核心价值
”

就有交集 ，
也可以说这些

‘‘

核心价值
”

并非台湾所特有 。

总之 ，台湾建构
“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

的意图是与大陆的文化区隔开来 。 大陆建构
“

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
”

也与台湾方面有 明显的差异 。 看不到这一点 ，
以为两岸文化是一样的 两岸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没

有什么困难 ，那就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 另一方面 ，也要看到两岸文化存在交集 、共识 、互动 、合作的可能性

与现实性 这样才能在共同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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