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36782-+/+39.-: ;,<5-7<<=-5>7(<5?9!@+85./@857-87<A:5?5+-" B+/C!%DEF)!

:+5!#!)G%H%IJ)5<<-)#HK!L"M%N)!"#!)"!)"#%

论)中国模式*的文化特征
!

黄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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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中国模式,是东方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文化的有机延续和时代体现$具

有强烈的文化特征% *中国模式,具有六个方面的文化特征&一+是*生,出来的'二+具有有机

整体性'三+具有*时中,特性'四+具有新*王道,特征'五+具有资本精神和逻辑规范性'六+*君

子,是中国模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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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有关

%中国模式&的研究和争论日趋增多# 国外对%中

国模式&的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发展当作%中国模

式&的核心!重点关注的是中国三十年来在经济

发展上取得的突出成就# 而国内对%中国模式&

的研究!更多是从政治的角度!把新中国建立以

来!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总结为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笔者认为!经济和政治

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方面!但却不是%中国模

式&的真正核心!因为经济和政治因素只能解释

中国近三十年或近六十年的发展变化!而%中国

模式&所包含及体现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三十年

或六十年!他还包含着中国几千年的辉煌历史以

及近代一百多年艰难的现代化探索!而贯穿于这

其中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可以说!因为

中国近三十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引起世界关注

的%中国模式&!是东方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是

中国文化的时代体现!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一&)中国模式*是)生*出来的

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国模式&!

但对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

共识!而且%中国模式&至今也没有一个清晰的(

令人信服的定义!这在某种程度上让西方学者大

感惊讶!而很多中国学者却习以为常# 原因何在

呢2 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从西方逻辑$概念'思维的角度看来!一种成功的

发展模式!应当首先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能从

各方面进行定义!然后充分挖掘其内涵和逻辑!进

而可以归纳和总结成清晰的发展原理或指导理

论# 但是!%中国模式&的发展不是主要按照逻辑

思维模式进行的!更主要是按照中国文化的原创

思维"""易象思维来发展的# 在易象思维看!整

个客观世界是由阴阳两大势力所组成!处于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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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之中!是一体化的系统!表现为大化流行的

动态过程!生生不已!变化日新# 因此!事物的存

在和发展不全是以概念和原理构造的方式加以进

行的!而是可以用%生生&的方式加以演变和发展

的!只要存在阴阳两类相对均衡的势力!在一定的

%时位&的条件下!就可以通过%生生&的方式实现

事物新的生长和发展# 而且以%生生&这种方式

和途径实现的生长和发展更自然!更具有生命力!

更接近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 %中国模式&就是

按照%生生&的方式!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母体!在

充分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生&出来

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 因此!我们不应当也无法

按照逻辑$概念'思维的方式给他下一个什么样

的具体定义!但可以从易象思维的角度给它一个

称谓!西方人可以叫它%中国模式&!我们自己也

可以叫它%中国道路&# 为了论述的一致性!本文

选择了%中国模式&作为通用名称# 但不管%中国

模式&还是%中国道路&!只是这种新型文明形态

的一个名称而已!不能完全反映这种新型文明形

态的本质内涵!因为这种新型文明形态的内涵和

本质都尚未充分发展并定型# 不过!因为%中国

模式&是在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共

同作用基础上%生&出来的!因而拥有自然进化的

内在机能!能够主动吸收并拥有中国传统文明和

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优秀基因!并通过有机吸收

的方式淘汰或抛弃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

文明的劣质基因部分# 因此!%中国模式&出生不

久就显得朝气蓬勃!活力四射!近 G" 年的中国的

发展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模式&的

%生&的这一特征!把中国现在的发展和西方曾经

和现存的发展模式有效区别开来!充分体现了中

国的文化特征#

二&)中国模式*具有有机的整体性

在易象思维看来!整个客观世界是一个有机

联系的整体!这种特性也体现在系统中各具体事

物身上# %中国模式&的有机整体性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首先!他和中国传统文明一脉相承!纵

向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中国模式&无论怎么改

革开放和发展!始终保持着中国文化一贯独有的

思维方式和精神动力!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性和中

国特色!数千年历史的连贯发展在纵向坐标上构

成一个有机整体# 其次!他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

一起构成有机整体!是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文明在保持自身鲜明主体性的同时!通过主

动迎接并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优秀基因!通

过%生生&的方式有机融入全球化!并成为全球化

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 !""N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全世界$特别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遭遇了巨大

的挑战!中国在世界面临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充当

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 这充分说明中国已

经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与世界实现了有机融

合!构成一个整体!并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实力推动

世界$人类'文明的不断健康持续的发展# 第三!

%中国模式&的发展进程具有整体有机性特点#

在易象思维看来!一种有机体的发展!是有规律可

循的!大致经历生之初的%屯难&!生之后的%启

蒙&和生长的%需养&等诸多阶段# 中国从鸦片战

争开始!传统文明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西方现

代物质文明的挤压下!这种进程进一步加快# 对

于一般的文化体而言!衰落一旦发生就很难有翻

身的可能!中国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形态皆是如

此# 但是易象思维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使得其在

面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强力挤压和侵犯的过程

中!既没有选择死抗以同归于尽!更没有选择放弃

自己的主体性向西方文明屈服!而是通过不懈的

努力!以%生生&的方式探索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

%中国模式&# 中国近代 #M" 多年的探索!可以说

基本是一种%屯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

所经受的苦难和艰辛是局外人无法完全体会和感

受的#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

他卓越的眼光和智慧为%中国模式&进行了生产

力发展的必要%启蒙&!提出了要解放生产力和发

展生产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要一切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等!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文明中最

缺少!最不适应时代的部分# 由于%中国模式&本

身的禀赋极高!在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基本 %启蒙&

后!就逐渐学会了适应工业化时代需要的各种能

力和素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精神文

化和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科学(技术(资金以

及管理经验等!实现了自身快速的发展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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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易象思维角度看!目前中国就大致处于发展的

%需养&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模式的主要任务就是

要踏踏实实搞建设# 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中国

模式&才有发展的后劲!才能抵抗外辱!进而才能

充分体现自己素质和实力# 而这个阶段!根据中

国目前的实际!没有几十年是很难完成的!不要希

望一蹴而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基本路

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关键所在# 而%需养&阶段进

行到一定程度!就会逐渐面临%讼&的阶段!这也

是中国目前日渐面临诸多国际(国内矛盾和纠纷

的关键之所在!也是%中国模式&发展必须经历的

过程# 而在%讼&的过程中还容易伴随%师&的阶

段到来的可能!当然在%师&的阶段不一定必然是

以武力冲突的形式来体现和解决!但要求我们必

须充分做好准备以有备无患!同时尽量以智慧来

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发

展和崛起# 总的来讲!%中国模式&的发展历程!

符合易象思维关于有机整体发展的基本规律!进

一步体现了强烈的中国文化特征#

三&中国模式具有)时中*特性

%时中&是易象思维的重要概念!其实质是一

种主体性觉醒和%尚中尚和&的价值取向# %中国

模式&的%时中&特性要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模式&具有%知时&特点!凸显主体性

觉醒# %中国模式&的作为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

现代物质文明共同作用而生出来的一种新型文明

形态!不仅具有有机整体性!而且具有强烈的主体

性!而这种主体性的觉醒就是以知%时&为标志#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已经进入工业化时

代!工业化时代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

%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模式&的主体

性真正觉醒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国实施的改

革!就是改革一切与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不相

适应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才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

+#,等一系列的新认识(新思想和新政

策的出台# 正是%中国模式&的这种主体性觉醒!

使得中国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自觉主动迈向以%工

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既避免了和时代脱

节!又避免了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走的很多冤

枉路# 这种知%时&的能力是易象思维所特有的!

也是中华文明能够一直延续不断的关键之所在#

其次!%中国模式&有%尚中&的特点# %尚中&是

易象思维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即强调%中道&!

强调在具体行为做事中要执两用中(无过不及#

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

文明形态!特别需要处理好与中国传统文明和西

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关系!而处理的原则就应当是

在保持主体性的情况下坚持%中道&# 因此!改革

开放后!%中国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一贯坚持

自身的主体性!抛弃了%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

采取了%三个有利于&作为发展的价值评价标准!

这是典型的符合时代特征以我为主的%中道&价

值取向# 正是%中国模式&采取了符合时代特征

的%中道&价值取向!才能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明

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优秀基因发展自己!同时

扬弃了两种文明形态的劣质基因!防止自己走向

全盘西化或全盘复古$所谓回归传统'!不断体现

出新型文明形态的特征# 三是%中国模式&有%尚

和&的特性# %和&本意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

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 易象

思维一直高度重视%和&!在宏观认识上强调%保

合太和&

+!,

!在微观具体运用中强调%礼之用!和

为贵&

+G,

!都把%和&作为认识(处事(行礼的最高

境界# %中国模式&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近三十

年中国认识并努力争取到的全球范围内大的

%和&环境# 因此!无论是文化基因的使然!或者

是生存发展的需要!%尚和&的价值观必然融入

%中国模式&血液之中!成为其主体性追求!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内追求和谐!建设

和谐社会# 如今!国家正在极力推动和谐社会建

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出现了

一些不和谐的因素!需要进行一定程度和范围的

调整)另一个方面!也是%中国模式& %尚和&价值

取向的具体体现!没有%尚和&的价值取向!和谐

社会的建设很难上升为国家政策的高度# 二是走

和平发展和崛起的道路# 即强调%以和为贵&(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绝不以武力作为解决

问题的首选目标!这一点尽管在短期并不一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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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特别是习惯了逻辑$概念'思维及霸权文化

的人和国家所认识并接受!但时间会证明*中国追

求和平是文化基因的使然!绝不是一时的外交口

号# 三是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与

和谐的发展!实现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和谐(自由

和舒畅的社会发展前景!使得社会领域的文化(国

家及人际的关系能够像天地万物那样调适畅达!

各得其所# 因此!中国模式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

新型文明形态!其文化基因(生存发展需要和主体

性选择都决定了他必然是世界和平与和谐的重要

构成部分和主要维护力量之一#

四&)中国模式*具有新)王道*的特征

从文化的层面讲!%王道&是按照%王&的本意

而行事的一种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是中国文化

和智慧的结晶# 那么王的本意是什么呢2 从中国

的文字构造而言!画三横而中间加一竖把他们串

联起来!就是%王&字# 其中!%三&最初象征的是

天地人%三才&!因此!%王&的文字本意是能够参

透天地人%三才&之道且身体力行的人!所以孔子

说*%一贯三为王&

+$,

# 同时!按照音训来讲!%王&

还有天下归往的意思+$,

# 因此!%王道&是中国文

化的一种主体性选择!也是一种必然选择# 当然!

时代不同了!%三才&的内涵已经不仅仅只是传统

的%天(地(人&三才了!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

后!我们必须从文明形态的视角认识新的 %三

才&*即中国传统文明(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和%中

国模式&所体现的新型文明等三种形态# 因此!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必然选择遵循

新%王道&#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模

式因知%时&而融通西方现代物质文明# %中国模

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和中国传统文明

的最大不同是认识并逐步融通了这个由西方现代

物质文明开启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时代# 由于

%中国模式&对工业化时代之%时&有了比较准确

的认识和把握!因此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西方现代

物质文明是目前所有文明形态中最具有天赋的#

因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走出封闭!积极学习

和吸收西方物质现代文明关于发展生产力的一切

知识(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鼓励非公有制发展!大力建立现代金融体

系!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 通过对

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学习和吸收!%中国模式&迅

速具备了适应时代所需要的基本禀赋!这些禀赋

也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基本禀赋# 可以说!

%中国模式&通过近三十年主体性的学习和吸收!

已经基本融通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并将在生产

力发展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上!与西方现代物质文

明齐头并进!各具特色# 二是%中国模式&因守

%位&而融通中国传统文明# %位&是易象思维的

重要概念!不仅仅是单指空间位置!而是指在某种

时态中的空间或体系中的位置!因此称%时位&更

准确# 同时%位&也与行为主体的职责紧密相关!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中国模式&诞生

后!虽然因为极高的禀赋而展现了很强的生命活

力!但总体而言!中国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只

能算是刚刚起步# 因此!%中国模式&必须准确了

解并安守自己所处的%时位&!否则就要栽跟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认

识就是%中国模式&对在当前背景下对自身所处

%时位&比较准确的理解和概括!这绝不是谦虚!

更不是自我贬低!而是在易象思维智慧指导下对

自身现状的准确认识和判断# 正是有了这种准确

的认识和判断!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认同中国

传统文明!使得%中国模式&在思维方式和文化认

同上与中国传统文明保持了有机连贯和一脉相

承!这也充分体现中国模式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融

通# 第三是%中国模式&因保持鲜明主体性而凸

显作为新型文明形态的特色# %中国模式&的因

%知时&而区别于中国传统文明!因%守位&而区别

西方现代物质文明# 同时!又以%时中&的智慧积

极主动吸收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

基因与资源而不断发展自己!体现着鲜明的主体

性# 正是这种鲜明的主体性决定了%中国模式&

所代表的文明形态既不是简单中国传统文明的回

归!也不是简单向西方现代物质文明靠拢!而必然

是走建设工业化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

一的人类新文明之路# 正是%中国模式&通新%三

才&之道的特征而必然选择并推行新%王道&*以

人文本!充分发挥文明体的主体性!推动生产力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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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维护世界和平!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

统一的新型文明之路# 所以无论%中国模式&如

何发展!如何文明!也绝不会走西方现代物质文明

习惯走的霸权之路!这是易象思维的必然结果!也

是 %中国模式&的主体性选择#

+#!,

五&)中国模式*具有资本精神和逻辑

规范性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

物质文明共同作用而生出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

自然也吸收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优秀文化基

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形而上的层

面!%中国模式&吸收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核心文

化基因而具有资本精神# 作为西方现代物质文明

核心文化基因的资本精神!绝对不是简单的唯利

是图!一切向钱看!其内涵包含了适应工业化时代

的诸多理性因素!特别是承认个人和集体有增加

自身资本!创造更多财富的责任!而通过合理的计

算开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而增加资本

及创造更多财富就是本身就是目的!这也是%中

国模式&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

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伦理基础之一#

因此!%中国模式&自诞生始就高度重视发展生产

力!重视经济建设!重视贸易!重视财富创造!这使

得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创造了大量财富!推动

中国迅速崛起# 其次!在形而下层面!%中国模

式&通过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思维科学而具

有严密的逻辑规范性# 逻辑$概念'思维是西方

现代物质文明的核心文化基础之一!也是工业时

代器物层面的重要思维科学之一!是现代科学技

术的思维基础#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文明

形态!在形而下层面主要吸收了西方现代物质文

明的思维科学!使自己在形而下层面具有严密逻

辑规范性!这是传统中国文明所欠缺和不足的#

在逻辑思维科学的支持下!中国通过学习(模仿(

吸收和创新!使得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飞

速发展!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国进入和适应工业化

时代的时间# 同时!逻辑$概念'思维科学的广泛

运用!也大大推动了%中国模式&工业化的深度和

广度!可以说!没有逻辑$概念'思维科学的支撑!

%中国模式&的发展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和快速!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就更无从

谈起#

六&)中国模式*的核心推动力量是)君

子*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理想人格!一直是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作为中国文化

理想人格的%君子&!其至少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作为%中国人&的主体性觉醒# 所谓中国人

主体性觉醒!就是能够从易象思维的角度比较深

刻地领悟到自己作为%三才&之一的人的价值!认

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比较全面地了

解人和社会及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关系#

同时!比较清楚知道个人(国家及世界之%时位&

的基本概况!从而领悟自己现实中应当肩负的责

任和使命!并且能够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二是

具备时代发展所需要的较高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

识体系# 就是主动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三是具备良好道

德修养# 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必须懂得正心

诚意!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完善自己!成为

德才兼备的人!以承担起振兴民族国家的历史责

任# 君子作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推动力量!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模式&的诞

生!得益于大批时代%君子&的不懈追求# 传统中

国文明在随着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出现而开始走

向衰落!并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和凌辱# 但是!当中

国遭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中!中国的大批具

有高度爱国精神的%君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

而是在不断寻找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追求一条重

新振兴中华的道路#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

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终于从根子上推翻中国传统封建势力!为

%中国模式&的诞生腾出了足够的地方# 应当说!

在每一次探索国家民族振兴运动中!其核心领导

作用的人都具有时代君子人格特征!如洋务运动

中的曾国藩(左宗棠!戊戌变法中梁启超(谭嗣同!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章炳麟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的毛泽东(周恩来等# 正是有了一批又一批时代

%君子&的不断努力探索!才有%中国模式&的顺利

诞生# 其次!%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得益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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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大批时代 %君子&的不懈努力#

中国近三十年的迅速崛起!不仅是我们摸索出了

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更在于有大批时代

%君子&的不断努力和拼搏# 一方面是邓小平为

代表的第一批改革者从宏观层面进一步树立了实

事求是的观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引导中国开始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改革开放!为中

国顺利融入工业化时代开辟了新的道路# 另一方

面!在微观经济领域!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大批

具有自强不息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通过自己的不懈

努力!通过借鉴和吸收西方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

验!在合理计算支出!有条理的安排生产经营基础

上!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涌现了一大批

具有极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成为了%中国模式&

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和支柱# 第三!%中国模式&

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

需要大批时代 %君子&作为中流砥柱# %中国模

式&尽管发展到现在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但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少!而且面临的挑战还

会越来越多# 从易象思维的角度看!%中国模式&

通过发展!逐渐会进入多%诉讼&和易%师众&的阶

段!这也是%中国模式&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 因

此!更需要大批时代 %君子&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

牢牢抓住主要问题!不断发展和强大自己!冷静对

待各种%诉讼&问题!防范有些不怀好意的势力的

挑拨!办好自己的事情!以%和临万邦&的态度推

动世界和平发展!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

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还需要积极加强经济(

文化(能源和国防军事方面的安全建设!未雨绸

缪!防患于未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师众&阶段!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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