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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论 坛
论“ ”的 宗 旨

■ 王京生

众所周知，学术问题一直是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关
切；大力培育学术文化，反映了深圳的文化自觉。费孝通
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
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
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
发展的方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
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正是基
于这种“自知之明”，我们始终耿耿不忘深圳的学术短板；
正是基于这种“自知之明”，我们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上
下求索，始终把推进深圳学术文化建设摆在突出的战略地
位。我们清醒地知道，我们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没有名
扬天下的学术大师，没有应者云集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号召
力。在学术上，我们必须谦虚，必须有“自知之明”。

但是，我们始终燃烧着一种信念，我们坚信，深圳的
学术文化必定会大繁荣、大发展。文化的发展规律告诉我
们，学术文化的发展往往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开明、科
技的进步具有紧密的联系。凡工商繁荣之地，必是文化昌
明之邦；凡平等包容之地，必是学术发展之良田；凡科技
发达之地，必是思想植根之沃土。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最
活跃、最发达城市，作为勇于改革创新的先锋城市，作为

崇尚平等包容精神的现代移民城市，作为科技产业强大的
自主创新城市，始终秉承卓尔不群、敢闯敢试的争鸣传
统，不断形成求学问道的高雅追求，逐步培育出了富于创
新精神的学术群体。基于此，我们始终充满文化自信、学
术自信。

深圳的学术自信，集中体现为建设“深圳学派”。回想
1996年时，“文化沙漠”之声不绝于耳，而我们居然勇敢地
提出了“深圳学派”的文化理想，谁能想到，“深圳学派”
建设从当时的阳春白雪、知音难觅，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推
动，逐步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共鸣，并开始从概念变成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2010 年 4 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推出了

《关于全面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专门提出要
推动“深圳学派”建设。2012年2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召
开文化强市工作会议，进一步重申了这个问题。应该说，
学术文化强是城市文化强的根基。

当前，“深圳学派”建设正一步步从理想走向现实。我
认为，其宗旨就是“全球视野，民族立场，时代精神，深
圳表达”。这个宗旨，浓缩了深圳学术文化建设的时空定
位，反映了深圳学界对自己的经纬坐标的全面审视和深入
理解，体现了深圳学术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特色。

中华文化在近现代转型中，不断从封闭走向开
放、从僵硬走向流动、从一元走向多元。从林、魏
的“开眼看世界”，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
放，“全球视野”代表了中华文化在近现代转型和历
史进步中的根本诉求。中国近现代史的经验反复证
明，闭关锁国的文化是窒息的文化，对外开放的文
化才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化。中华文化只有体现

“全球视野”，才能成为全球的文化。
文化的开放与文化的流动是同一个过程。文化

的生命力在于流动；文化的新内涵只有在文化流动
中才能产生；任何兴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一定是流
动文化最活跃最激烈碰撞的地区，而没有流动文化
或流动文化很少光顾的地区，一定是落后的地区。
文化的流动不断催生着文化的分解和融合，推动着

文化新旧形式的转换。从近现代中华文化发展史
看，经过170多年的文化流动、冲突和整合，当代中
华文化已经形成了“东西古今”的多元格局和“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结构。中华文化与其他
各民族文化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全球视野”实
际上就在眼下。

在文化的开放流动中，文化价值的复杂性和矛
盾性在困扰文化选择的同时，也促成了文化选择的
包容发展。文化是可拆分、可重组、可选择的，但
这个取舍过程却十分复杂和艰难。因为，文化既有
绝对性也有相对性，同一种文化的优劣要素往往互
为因果、互相纠缠，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主义固
然无力应对这种难缠的局面，就是文化选择论者也
很难简单地切下坏的、取走好的、一了百了。应该
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文化甄别、文化选择仍然
需要长期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探索；在这个探索过
程中，唯一需要坚持的就是敞开眼界、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自觉而又自然，就是尊重不同文化的存
在和发展，就是推动多元文化的自然融合和优化。

第一，“全球视野”反映了文化转
型、文化流动、文化选择的内在要求，
体现了深圳学术文化的开放、流动、包
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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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学术立场不能仅限于一隅，而应

站在全国、全民族的高度。当前，中国的和
平崛起已成为世界的最热门话题，在经济
上，2010年中国 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在军事上，中国的整体实力有
了很大提升；在体育上，最近两届奥运会中
国的金牌均居前两名；在科技上，中国的航
天技术等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些都说明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特
别是在西方受困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
的经济发展更为世界刮目相看。但是，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学术上，我们却远远落
后，远未进入世界前列，远未达到世界学术
强国的水平。尤其在社会科学上，除了先秦
智者给我们留下的古代文明，我们几乎拿不
出令世界敬仰的学术成果。这样的学术境地
不禁使我们扪心自问，除了孔子、老子的学
说，我们还能拿出什么学说赢得世界尊重？
如果思想学术得不到世界仰慕，中华民族何
以实现伟大复兴？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和全
国其他地方一样，学术都是短板，与经济社
会发展不相匹配。而深圳作为排头兵，代表
了国家、代表了民族，代表了国家民族发展
的未来方向，尤感责任重大。

学术的制高点，是民族尊严的标杆，是

国家文化主权的脊梁骨；只有占领学术制高
点，才能有效抵抗文化霸权。晚清以来的中
国文化危机使得文化主权成为中国学者的思
想主题，但是真正从人文社会学科角度对文
化主权进行思考，还要等到上个世纪 90 年
代。据我们的视野所及，时任复旦大学国际
政治学系教授的王沪宁可能是国内最早论述
文化主权学者，他于 1992 年在 《复旦学报》
上发表了 《文化主权和文化扩张：对主权观
念的挑战》一文 ，他指出：霸权主义者在进
行扩张时，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运用军事或
经济手段，而是非常自觉地把军事、政治、
经济与文化手段并用，并致力于用西方的价
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当年的西、葡、英、法
等是这样，而今的美、英仍然是这样。他指
出了文化主权是大国政治的核心观念，大国
外交政策从表面看是军事经济利益的争夺，
其实质说到底是文化主权的争夺。维护和发
展国家文化主权的基本途径，就是发展学术
文化，占领学术制高点。《红旗文稿》所发云
杉文章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
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曾深刻指出：“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
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文化
昌盛的一个核心就是学术思想的精彩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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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解放思想、改革开

放、开拓创新的产物，深圳又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
创造者，时代精神铸造了经济特区的品格秉性、价值
内涵和运动程式，滋养了深圳文化的血气和质素；深
圳的学术课题、学术群体、学术资源、学术机制、学
术环境无不体现出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迸发出崇尚
创新、追逐前卫、提倡包容、敢于担当的活力。

有的学者提出，深圳的学术应该是“今学”，而
不是“古学”。从研究对象上说，这个提法是有道理
的。深圳没有历
史积淀，但也解
脱 了 历 史 重 负 ；
深圳没有学术大
师，但也摆脱了
传统束缚和惯性
制约，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再加上深圳是一座青春城
市、移民城市、前沿城市，会使深圳的学术思想体现
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在前沿性、创新性、开放性学科
方面占据一席之地。简言之，今学、古学都有丰富的
研究内容，都应受到尊重。

实际上，深圳的时代精神本身就是学术思想研究
的重点对象。深圳十大观念集中体现了深圳的时代精
神。这种时代精神是中华文化近现代转型的前沿探
索，体现了思想价值的综合创新：一是体现了东西方
文 化 的 综 合 创 新 ， 是 传 统 文 化 的 “ 仁 ”、“ 义 ”、

“礼”、“智”、“信”与现代社会的公德、自立、平

等、实效、开拓、开放、包容、高雅等特性的有机结
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西方文明成果的有机结合；
二是体现了高尚精神与大众人格的综合创新，“深圳十
大观念”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它并没有被奇迹化、圣
人化，并非高不可攀，相反，却是来源于平实的市民生
活，字字句句显示出大众化、生活化、日常化、普通化、
简单化，于平易中见高贵。三是体现了国家立场与民间
表达的综合创新，“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活动，由市委
宣传部谋划、网民发起、媒体跟进，充分尊重和体现了

市民意愿。更为重
要的是，十大观念
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产物，体现
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从破冰到发

展的一系列核心价值，同时像号角和旗帜，引领潮流，
浩浩荡荡地摧毁旧体制、推动新时代。正如李君如先生
所言，十大观念不仅仅属于深圳，更是改革开放的共同
财富。应该说，这样的价值综合创新所解决的正是近代
以来“文化选择”探索中难度最大的核心问题。因此，可
以说，“深圳十大观念”实际上是解决近代以来“文化选
择”问题的一把钥匙、一个经典范例，是公民文化精神
在十个维度上的表达，是改革开放实践活动沉淀和凝
结的概念和信条，是这座新城正在形成的重要底蕴，
也是这座新城对改革开放伟业的精神贡献，是深圳这
座城市的真生命。

第三，“时代精神”反映了深圳学术文化的基本品
格，体现了深圳学术发展的主要优势

第三，“时代精神”反映了深圳学术文化的基本品
格，体现了深圳学术发展的主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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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称为“学派”，就必然有自己的个性、原创

性。要成一家之言，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有一些
争论并不可怕，反而可能是学派产生的必然途径，但
切忌人云亦云、没有反响。任何原创的学术思想都不
可能没有缺点，许多著名学派的核心理论和重点主张
都不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有的甚至有重大纰
漏、重大缺陷，但由于独此一家、与众不同，便赢得
学派的称号。因此，在学术研究上一定要勇于创新、
大胆超越，不要祈求一个没有瑕疵的、四平八稳的新
思想、新理论，不要忌讳争论，一般来说，学派的诞
生都伴随着争论，因为在论争中学派的观点才能凸显
出来，才能划出自己的阵营和边际。

深圳学术文化应反映深圳本土的“特产”。深圳的
文化成果，既是历史前进的继续，也是国际交流的集
合，集中体现为城市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2003
年实施的“文化立市”战略是市委市政府面对新形势
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对未来深圳发展将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现在，深圳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深圳”、

“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文化立市”以及建设“文
化深圳”、“文化强市”，说到底都是文化战略，都反映
了深圳对文化的地位、性质、功能、运动方式等基本
学理的深刻认识。再比如，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
城市主流文化是一种反映时代发展的新的文化主张，
它的提出和实践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近代以来，
中国文化一直在剧烈变动，文化选择一直没有定型，
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化？一直在争论、在探
索，出现了多种文化主张，比如经常听说的有“以夏

变夷”、“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民主共和”、“回
归传统”、“复兴儒学”、“综合创新”等等，这些主张
都反映了不同时代发展的不同要求。那么，发展到当
代，应该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化？仍需要探讨。深圳
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探路先锋，理当提出反映当代中
国城市发展的文化主张，“三型文化”就是我们的主张，
它承接了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的探索，反映了近现代以
来中华文化转型的内在要求。而且，就现实意义说，它关
系到深圳的未来命运归宿。经过30多年发展，深圳的城
市品质正走向成熟，并将逐渐定型，就是要在它没有定
型之际，给它注入优质的文化基因和胚胎，使它在定型
后显得特别优秀，如果等它定型以后再注入这些基因和
胚胎，可能就不会发生多大作用了。

还要强调的是，“深圳学派”立足深圳，要把深圳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不等
于言必深圳，只囿于深圳的格局。思想无禁区，学术
无边界，“深圳学派”应以思想解放为鹄的，蓬勃焕发
又严谨执著，放胆争鸣，穷通真理，享受思想之乐、
智慧之乐、奉献之乐。

“深圳学派”也不等于人必深圳，今日科技之发达
无论他处，资讯之传播何来外人。如果还是一城之人
自说自话，不必说被人嬉笑为井底之蛙，自己也先没
了趣味。“深圳学派”应以开放心态面对所有学人。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
力，发扬学术民主，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建设中国现代学术文
化的思想纲领，不仅使我们遥想到中国文化百家争鸣
和盛唐景象，而且更加预示着中国学术文化崛起于世
界的灿烂前景。在此情势下，“深圳学派”大有可为、
必有可为。

第四，“深圳表达”反映了深圳学术
文化的个性和原创性，体现了深圳使命
的文化担当

﹃
深
圳
学
派
﹄
学
术
研
讨
会

读者在深圳图书馆“深圳学派”文献专区阅读。
肖更浩摄

深圳读书月塑造书香之城。 齐洁爽摄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一辑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