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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关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

自信”涵盖了从顶层设计到基础样态的各个维度，不仅包含

了道路和制度的宏大叙事，同时也包含着人们日常所体验接

触的文化生活消费层面，其中“文化自信”与社会历史的贴

切度最高，也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最密切，是时代精神和民族

性格中最鲜活、生动和具体的表现；它同时也与高校教育工

作者关系最为直接和紧密，因为高校的人群主体———当代

青年的文化生存状态是对一个时代和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的

发展性描摹和评估的最佳入手方式，因此在高校文化创新工

作中，首先就要认识好、理解好、运用好“文化自信”这个

概念及背后的方法和理念。 

增强文化自信需要文化的包容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5 月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出四点主张，要互

相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1]，这一重要观点和立场就反映

了横向上平等包容和纵向上传承变迁对文化创新的基础作

用。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论断，人民群众是历



史创造的主人，更是文化创新的主体。在这个特殊的变革时

代，当我们用这个观点来审视高校的文化创新问题，特别是

当我们首先严肃地拷问高校文化创新的主体、客体及其关系

时，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个很富有冲击力的问题，所有后续的

思考以及问题的实质甚至解决的方案也随之展开。 

二、文化创新的时间-空间维度 

文化创新需要在时间维度上的传承变革与空间维度上

的包容借鉴，纵览历史上文化传承创新进程和当前信息时代

的中国各类文化现象和发展脉络，文化创新的时空维度始终

交织在一起。 

（一）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交融与创新 

文化创新在时间维度上是历史传承和演进的过程，是在

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应对挑战而发生的变革。 

传承与创新。文化能够延续和发展，都有赖于传承基础

上的创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师承”，代代相传，儒家文

化长期繁荣并占据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也同样有赖于绵

绵不绝的传承创新，从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到两汉的

董仲舒，再到宋、明的朱熹、王阳明，儒家文化在一次次的

传承中不断建构新的体系，不断解释新的问题，不断丰富新

的内容，实现了创新的良性循环。 

挑战与变革。文化的创新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儒学诞

生以来经历了三期发展：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

历史发生巨变，诸子百家的思想观点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借



鉴，方能有儒家之大成，一时成为显学；两汉之后，佛教传

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思想体系产生巨大冲击，社会文化心理

结构发生动荡，宋明理学援佛入儒，推动儒学哲学化、体系

化，实现了儒学的二期中兴；进入明清与近代，工业文明与

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整体上造成了巨大

挑战，随着全球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中国的发展不断遇到新

要求，现代新儒家有了“内圣开外王”的新课题。 

其中湖湘文化就是体现儒家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精神的

典范。岳麓书院自创立以来弦歌不绝，学脉延绵，长期繁荣。

朱张会讲、阳明讲学，岳麓书院容纳过跨越历史长河的多元

思想，涌现出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知名人物，

他们或在学术衰颓之时担当起复兴之责，或在民族危亡之际

肩负起救亡图存之使命，继承传统，关注现实，成为儒家文

化的代表人物。 

（二）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多元特性 

在空间维度上，文化的创新需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广泛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在当前的全球化局势下，文化

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特性，这是当前进行文化创新的基本背景。 

1.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在前互联网时代，精英通过掌握权力、技术与媒介资源，

从而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和绝对的话语权，精英文化成为社会

文化的主流，成为大众文化的内核和圭臬，成为一个时代的

代表；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广泛普及，



普通大众通过互联网广泛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参与掌握话

语权，在这个维度上，精英与大众已无明显分别，往日的信

息鸿沟被互联网填补，文化生产和传播更加平民化，文化内

容与形式更加大众化。当前时代呈现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并存、共同繁荣甚至相互融汇的局面。 

2. 主流文化与亚文化 

在前互联网时代，精英阶层是文化创造和传播的主力，

其所创造的主流文化也长期占据传播的主流路径。而在信息

时代，各类亚文化借助互联网产生并广泛传播，诸如宅文化、

二次元文化等，成为青年一代内部的流行文化，同时由于青

年一代掌握的互联网技术和思维优势，亚文化的影响力得以

凸显，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对主流文化所传导的

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3. 文化传播与信息化、消费主义 

在信息化的环境中，无论是时间维度上的文化传承，抑

或是空间维度上的文化传播，都更加方便快捷，这对于文化

创新而言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的浪

潮随着互联网的渗透席卷整个社会，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也深

受消费主义影响，体系化文化被碎片化信息取代，夹带着消

费主义的价值内核，降低了受众深入思考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消解了主动求知的欲望，人的主体性也面临着解构的风险。 

三、文化创新的主体——客体维度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来看，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



主体。而观察世界范围内文化创新创造的过程和现象，在特

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领域，起引领作用的群体则不尽相同；

但全球历史上长期发生的比较频繁的精英引领文化创新的

特殊性，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正转向小众崛起之路和精英

失语之相。 

（一）主体之问：历史上文化创新的精英特性 

公元前 500 年前后，在古代中国、希腊和印度等地区出

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突破现象，孔子、老子、苏格拉底、释

迦牟尼等众多思想家奠定了人类千余年文化的基础，这一时

期被称为“轴心时代”。这一时期，教育资源十分匮乏，且

被少数人所垄断，因而拥有文化创新能力的群体仅限于少数

精英，精英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引领者。 

历史兜转流变到中国近代的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等

高校师生振臂一呼，开始了救亡图存、引领变革的努力，这

一场运动的主体同样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等社会精英，其

中的学生领袖包括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后来都在学

术、教育、政治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力。但与此前不同的是，

五四运动是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呼

应，虽然精英仍然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但大众也同样成为

了其中的重要主体。 

（二）小众崛起：后喻文化时代的文化平权与分众传播 

而进入信息时代，青年一代作为网络原住民，获得了技

术和思维等方面的优势，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



变化，文化传承方式由“前喻”“并喻”到“后喻”，青年

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同时，自媒体的崛起和互联网导致的扁

平化结构推动了文化平权，无论学历高低、年龄大小、职业

如何，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传播信息。事实上，根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中国网民中拥有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仅占比 10％左右[2]，在网络空间，学历并非网络

文化创新的决定性因素。 

在此基础上，网民对互联网信息的获取和接受也都更加

细分，圈层文化兴起，在文化和信息传播中也逐渐分众化，

从 2004 年作为中国大众传播佼佼者的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级

女声、快乐男声等大众选秀比赛算起，发展到如今的抖音、

快手等短、平、快的大众短视频平台兴起，文化传播的传统

秩序和权力体系在不断解构、拆分及重组，文化平权在不断

推进，并且因为借助了互联网手段而更加便捷和快速。从“超

女快男”到“抖音快手”，一方面从大众文化盛宴狂欢的对

照中窥见了精英文化的退场和失语，另一方面也客观见证了

小众文化崛起的态势，成为后喻时代的重要文化形式和表征。 

四、高校文化创新的时—空—人维度 

高校文化创新是文化创新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

因为其独特的文化环境和创造主体，呈现出独有的特点。 

（一）如何理解当代青年的文化需求？ 

1. 线上/线下的统一性 

当代青年成长的基本背景是网络社会的形成与扩张，互



联网对青年的影响是根本的、持续的、全面的，几乎涵盖了

青年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和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

理解青年的文化需求，首先要把青年放在互联网环境下去看

待、去认识，理解把握信息时代的青年呈现出的新特征。与

此同时，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各有其特点，青年所具备的网

络素养已经能够帮助其较为明确地对线上与线下行为进行

区分。完整地理解青年，不仅需要了解青年的线上特征，更

要完整理解青年线上线下特征的差异性、统一性及其辩证关

系，从而得出青年文化心理的完整画像，更加准确把握青年

的文化需求。 

2. 主体/客体的转换 

互联网催生了后喻文化，青年开始掌握了话语权，信息

传播的路径方向由青年接收转向青年输出，青年成为文化创

造和传播的主体。因此，要理解青年文化，首先要充分尊重

和理解青年的主体性地位，将青年置于应有的文化地位，平

等看待、理性认识，消除偏见、避免俯视，这样才能尊重青

年的文化需求，理解青年的文化偏好，给青年营造良好的文

化创新空间。 

3. 全环境育人理念 

要充分理解青年线上/线下、主体/客体的辩证关系，就需

要更符合时代特征和群众需要的、发展性的、体系化的传播、

教育理念指导。全环境育人理念是一种基于新的文化时空特

点和青年主体特性的文化传播和思想教育的理念与方法，强



调线上与线下的统筹和自育（主体）与他育（客体）的兼顾。

[3]全环境育人理念的基本逻辑链条是“信息的有效传播—观

念的有效传递—价值的有效传承—行为的有效塑造”，以此

来实现对客观效果的评估和对实效性的强调。 

（二）传统文化的边界和起点何在？ 

1. 关于五四运动的两个传统 

五四运动开创了近代以来的两大传统，一是作为近代史

上极为重要的革命运动，开创了政治革命的传统；二是作为

文化变革的深化和延伸，开创了文化创新传统。文化创新传

统包含着开放包容和实用主义的传统，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

融汇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就蕴含着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的心

态，以及对实用主义的追求——能否解决中国问题成为选择

理论和道路的首要考量。 

2. 五四运动对文化创新的特殊意义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广泛的爱国政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

动，实现了主体与客体、政治革命与文化创新、历史分期与

地域分界的有机统一，对近代以来直至今日的文化创新具有

特殊意义。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五四时期的青年不仅接受了各类文

化思想导师的教导，吸收了古今中外的文化思想学说，是文

化创新创造的时代客体；同时也大规模地参与了对时代文化

思潮的创新创造，五四青年融汇百家，以解决民族问题和时



代课题为终极指向，成为了古今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成

了时代文化的开创者。 

政治革命与文化创新的统一。五四运动既是政治革命，

是一场伟大的爱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序幕，对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

也是文化批判创新运动，带动了传统价值、传统文化及社会

结构的革新，引进了西方文化，引发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

反思和改造创新的社会思潮。 

历史分期与地域分界的统一。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创造有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兼容并包的内核特征，将传统文化与

现实问题、中国思想与外来文化相融合，从而实现了温和的、

多元包容的文化创新。 

（三）信息时代高校文化如何返本开新？ 

固本。信息时代的高校文化创新，不能仅着眼于信息化

的新特点、新趋势，还要回溯五四传统及其精神实质，回到

精英主义立场与历史文化传统，批判、辩证地看待技术浪潮

中青年群体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未来性和创新性，紧紧

抓住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五四文化传统这个根本，在此基

础上去理解新问题、发展新路径。 

审时。实现高校文化创新，要正确认识时代。信息革命

催生了资本、技术和人性的复杂关系，这三者之间相互交织、

彼此影响，无论是个人发展、技术进步，还是文化创新、社

会变迁，都需要面对这一基本关系。因此，实现高校文化创



新，就要理解信息革命对技术与人性的释放与改造，理解信

息时代的技术实质与精神内核，理解高校青年在信息革命的

浪潮中所发生的个体与群体特征变迁。 

度势。实现高校文化创新，就要理解青年实际、建立青

年思维、运用青年方法。要在服务中引导、在教育中服务，

在青年的思想引领工作中顺应信息化、消费化潮流，用青年

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与青年对话。与此同时，要坚定地坚持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核心使命不动摇，在顺应趋势的同时

牢记教育初心。 

开新。实现高校文化创新，就要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处理好中、西、马与

历史、现实、未来及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在这一

代青年群体上的复杂辩证关系，在空间维度上要对中国传统

文化、西方外来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有清晰认识并且加以融会

贯通，在时间维度上要深刻理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

时代在当前社会结构、文化传播和人性特点上的交织，在多

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传承发展中进行符合时代发展方位和青

年成长方向的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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