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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说到文化、文艺、文学、文明等词汇。如果我们问大家什么是

文化，得到的肯定是各式各样的答案。因此，有必要从客观的角度去解释文化的科学

内涵。 

 

首先，文化是群体行为的一种共性。中国有中国文化。西方有西方文化。山东有山东

文化。江西有江西文化。那么，文化的字面含义是什么？ 

 

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文攻武斗这个词句。它形象地表述了“文”代表一切与思想直接

相关的活动，而“武”则代表一切与肢体直接相关的活动。所以，从字面上讲，文化

是指思想行为的固化或同化。换句话说，文化是群体共有的思维方式在群体思想中的

固化或同化。 

 

其次，人们要问：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扎根于群体的思想中？人

们不难理解，越是共性强的思维方式越有影响力。因此，我们只须知道人类文化的基

本特征是什么？也就是说，有哪些能影响全人类的共同思维方式？在这里，我要给出

科学的答案。 

 

我们就从一件产品或一件作品入手。当人们看到一件产品的时候，从学术和工业的角

度来讲，人们应该会想到哪三类人？ 

 

正确答案是： 设计者、制造者、使用者。很有意义的是，这样的答案适用于一切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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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天然物和人造物。接下来，不难理解，在天下所有的设计者、制造者、使用者中，

最普遍且最受尊崇的应该是“人”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尊崇设计者和尊崇制造者就形

成了全人类都能接受的共识。这两种全人类都能接受的共识促成了两种影响全人类的

思维方式。一是以人为本，它尊崇人的设计者（宗教的起源）。二是以家为本，它尊崇

人的制造者（儒家的起源）。 

 

有趣的是，对比东西方文化，我们能清晰地描述出两种社会层次。一是以人为本的文

化决定了如下的社会层次：人员、成员、会员、职员、官员、议员、政权。二是以家

为本的文化决定了如下的社会层次：人家、大家、公家、官家、国家、孤家、皇权。

众观全球，不难看出，像英国和日本等有些国家是政权和皇权并存。另外，是否有人

对比过“国家”和“家国”这两个词。如果翻译 country 或 nation, 应该是“国家”

还是“家国”? 中国的语文学者们要站出来理清一些人们的日常用语。否则，名不正

则言不顺。 

 

最后，显而易见，以人为本和以家为本是全球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从数学的角度来

说，全球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构成了一个二维空间。一个轴向是以人为本，另一个轴

向是以家为本。在这样一个二维文化空间中，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具体文化都能

找到各自的坐标。 

 

上述就是我研究出来的文化的科学内涵。我最后的总结是：文化影响群体的思维，群

体的思维影响群体的决策，群体的决策影响群体的行为，群体的行为影响群体的习惯，

群体的习惯最终影响群体的富强。所以，一切现代化的宏伟愿景只有在文化现代化的

土壤中才能实现并持久地延续。中国政府很有远见，专门设立有文化部。希望它的历

史使命是以中华文化现代化为主轴，为全面实现各行各业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