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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八月底，即将告别生活十年的城市重返校园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一片忙乱，匆匆忙忙的告别成了
生活的主题，时间强迫除了无法推却的告别宴会之外，必须按下所有的“结束”键。就在这时，一天
晚上，我还走在大街上，突然接到林建法老师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与王尧先生要主编一套人文对话录
，其中有一本要请冯骥才来谈，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天津去做一次长谈。这些年，建法老师无论在学业
还是生活上，一直慈父般地关心着我，他时常给我下达各种各样的任务。这当然为我提供了极好的锻
炼机会，但了解建法老师脾气的人都会知道，接下任务不难，但最后去交差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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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摘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化困境
——我们身处的时代与文化环境1、现在的文化问题跟“五四”时候已经不大一样了
周：谈到全球化，前些年中国人还以为是遥远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而自从中国“入世”之后，
全球化又好像是冲到家门口的大水，门一开就奔流而来，谈什么都躲不开它。这容易给我们一个错觉
，似乎全球化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是靠某一个条约签过来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它早已开始了，并且
不声不响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哪怕是偏僻的农村，也能够买到可口可乐；方兴未艾
的网络也将我们带入了更为广阔和便捷的与世界同步的境遇中，美国人昨天推出的新版本电子游戏，
中国人今天就有人玩上了。当大家在争论什么是“全球化”的时候，其实早已不知不觉地陷入全球化
之中了。
冯：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这几乎是全人类的一个话题，因为整
个世界都在全球化，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遇上这个命运性的大问题。从最近的刊物和报纸上的一些讨
论看，我们的脑袋也开始关心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了。前两年，世纪之交，中国要加入WTO的时候，
人们还在热衷于讨论文化怎样与世界接轨，而现在相反的意见已经出来。有人认为接轨是经济上的事
，文化上谈不到接轨，甚至认为文化不能接轨。还有人认为经济是全球化的，政治应是多极化的，而
文化应当是多样化的。可是当讨论一深入，一脚又陷入从晚清到“五四”时所争执不休的问题中。又
在民族文化的开放和自守，哪个“为本”，哪个“为用”上边转不出来了。其实现在早不是这些问题
了，就是说中外文化早已不是“五四”时的那种关系了。在上世纪初，东西方文化都是一种各自封闭
的状态。不仅我们对西方文化很无知，西方对我们同样一无所知。中西文化是明显的、相异的两个世
界。可是现在世界的文化都在全球化。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的文化就开始全球化了。我
们却毫无准备，毫无先见之明，毫不前卫。我们的前卫似乎是看谁更接近西方，谁先靠上西方谁前卫
。当我们把“地球村”当做一种时髦的词汇而津津乐道，闹着“走向世界”，呼叫着“接轨”，或者
正在自作聪明地说什么“文化也要人世”的时候，文化就全球化了，而且已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
二十年过去，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冲散，却依然昏昏然不明不白。这真令人感到无奈又悲哀，因为文化
的问题几乎是不可逆的。
周：更可怕的是我们还沉浸在某一种表象中，对这一趋势没有清醒的把握和认识，只是随口说一些新
的名词而已。
冯：进一步说，现在的文化问题跟“五四”时期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五四”时期讨论中西文化该如
何交流、融合、相互借鉴，以至以何为本、何为用的问题——那是一种纯文化的讨论。看上去，改革
开放的初期跟这种状况有些相似。“文革”时闭关锁国，改革一来，大门突然打开，大家都希望西方
文化进来，希望打开思想禁锢，解放人性本身。这情况似乎很像“五四”时期。其实完全不同。因为
此时的外部世界已经是现代化的、全球化的世界。于是，潮水一般涌进来的是全球性的文化。“五四
”时期进来的文化首先是精英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的精英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
这一次，外来文化是夹裹在舶来的商品中一涌而入，商业性的流行文化首当其冲。我刚才说“本质的
不同”，意思是：“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今天则是全球性流行文化与本_十文化的冲
突问题。这一一次要猛烈得多，迅疾得多，而且无法选择，也别无选择。
周：谈到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两次文化冲击的接受主体也不一样了。“五四”的一代，中国传统文化
的根还没有断，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冯：谈到接受主体，我想应该分两个层面说：一是整个文化的状况，一是知识分子的状况。“五四”
时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大都是学贯中西的。他们身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开开门，把客人迎进来。他们
知道客人坐在哪里，自己坐在哪里。当代知识分子是在“不断革命”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是在传统文
脉中断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本来就身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之外，他们能把客人引到哪里?弄不好，反客
为主。以我们这样的“文化主体”来面对全球化，问题自然就很大。想想看，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状
况，怎样去解决如此巨大、复杂、全新的问题?
再说，全球化不是对文化而言的。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物质的；但最终影响最深刻的却是文化的，
精神的。
周：过去说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经济包围文化，文化人如果没有强烈的主体感，他在经济的汪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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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就会迷失方向。
冯：我们再谈接受主体的整个文化状况时，更叫人是忧虑重重。记得前年全国的政协会上，我有一个
发言，题目叫《要警惕中国文化正在走向粗鄙化》。当时，我对中国文化整体的粗鄙化做了描述。我
说，电视里乾隆皇帝和唐伯虎都挎刀背剑上房了。报纸上全是“很体育”和“非常文化”这类语言。
只要到旅游景点上转一转，再到佛罗伦萨或巴黎那些文化旅游胜地看一看，就会知道我们当今的文化
多么粗鄙，多么低劣，多么糟糕。

Page 4



《思想对话/冯骥才分类文集》

作者简介

冯骥才　浙江省慈溪人，1942年生于天津。“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雕花烟
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俗世奇人》等,中篇小说《啊》、《神鞭》.《三寸金莲》等,散文
集《珍珠鸟》,文化随笔集《手下留情》、《巴黎，艺术至上》、《倾听俄罗斯》等，画集《冯膜才画
集》等多种。作品多次获得各类全国奖,并以英、法、德、俄、日等多种语言翻译出版。现为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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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思想者独行    对话录    序    一 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化困境——我们身处的时代与文化环境    二 现代都
市文化的忧患——关于城市文化保护    三 还中国文化的全貌——关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    四 需
要思辨的鲁迅及"五四"传统——关于鲁迅及其他    五 文与画的两全其美——文学与艺术    结语：为什
么我们总是没完没了地在质疑？    文化思辨    冯骥才谈他的"文革"十年——答施叔青问    淡淡年意深深
情——冯骥才谈年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责任——冯骥才访谈录    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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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谈到全球化，前些年中国人还以为是遥远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而自从中国“入世”之后，
全球化又好像是冲到家门口的大水，门一开就奔流而来，谈什么都躲不开它。这容易给我们一个错觉
，似乎全球化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是靠某一个条约签过来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它早已开始了，并且
不声不响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哪怕是偏僻的农村，也能够买到可口可乐；方兴未艾
的网络也将我们带入了更为广阔和便捷的与世界同步的境遇中，美国人昨天推出的新版本电子游戏，
中国人今天就有人玩上了。当大家在争论什么是“全球化”的时候，其实早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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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想走近和走进现、当代作家冯骥才、接触他心地最软和的那一部分吗？想概要的领略这位极有才干
的文坛多面手的文学经脉吗？这部洋洋洒洒400余万字的16卷本便是一扇门和一条路径，这里有我们耳
熟能详的能全面展示他卓然成就的小说、散文、剧本、随笔、绘画、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更有我们
从未谋面的首次面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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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化，知识分子
2、极具思想性。看了这本对话录、书信集才能真正地了解冯骥才，理解他所做的事和他文章独特的
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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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对话录和书信集，比他的小说或者散文，反而更能够引起我的共鸣。也许对于文学那套，我
已经有些厌倦（不复当年的文学少年啦），但是，对于文化，特别是建筑的保留和保护问题，实在是
很精到，也很务实。让我深有同感。现在的社会，有这样思想的人还太少，特别是执政者。但我们的
文化保护和建设事业的印把，却恰恰掌握在他们手里。有时候我想，也许古时候那样的文人为官是有
一定道理的，至少从文化保护上来说，假若是文人为官，则现状会比现在好许多。你看看那些工科男
理科男，或者因着“荫庇”上台的官员们，对文化的破坏何其严重，每次去旅游，都要嗟叹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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