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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我国青年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实现

刘林涛

( 广东药科大学 医药化工学院，广东 中山，528458)


［摘 要］ 文化自信的实现需要个体或群体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认知、反思、批判、接纳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文

化进行交流，最终确立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认同。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价

值意蕴，是我国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实现的关键环节。我国青年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的实现，需要增强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育，建构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 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确立当代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的认同; 增强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

化成果的交流与汲取，形成当代青年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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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认同的内涵界定

文化认同是“文化”和 “认同”的复合语。在

对“文化认同”进行研究前，有必要对 “认同”这

一专业术语进行探讨。 “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

idem ( 即相同，the same ) 之意。在英语中，它通

常被译为 identity，具有“身份”和“同一性”的双

重含义，即对 “本身” “本体”的身份认知和与

“他者”“客体”的 “一致性”和 “相同性”。一般

来说，“身份是指某一个体或群体对自身的某些社

会属性，以及这些属性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的判断，

例如性别、种族、职业、宗教身份等等”［1］108。身份

与认同在本质意义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主体通过自

我认同的过程，实现对自身身份的建构。在汉语的

语境中，身份与认同是两个不同的词语。首先，两

者的词性不同。身份是名词，指某人的社会地位;

而认同是动词，指某人的某种承认、认可和赞同。

其次，两者强调的主客体不同。身份强调的是主体

的客观属性，也就是一个人的身份是客观的，并且

是外部所赋予的; 而认同强调的是主体对客体的主

观感受与价值意愿。身份与认同的相同之处在于，

对身份的确认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认同。

国外学者对 “认同”的理论建构起步较早，对

其进行了深入研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

伊德首先从心理层面对认同进行了研究。他首先将

“认同”作为概念来使用，用来意指 “一个孤独的

人如何在发现自己和赋予个人以意义时塑造了一个

时代的历史。简单地说是指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同

一感”［2］1194。从 1897 年到 1933 年，弗洛伊德在其著

作中多次提及认同问题，并对认同理论进行了深入

思考与研究［3］123－125。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著名

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将弗洛伊德的认同概念加以改

造，使其成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学科体系。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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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松的认同理论被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等

研究领域广泛使用。除了身份认同， “认同”还可

分为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以及自我认

同、社会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话语与范式的引入，我国

学者也逐步对 “认同”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

了从最初的概念探讨到与认同相关的理论研究。国

内关于认同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心理和社会层面

的探讨。如心理学上的文化认同，主要是指民族成

员对自己所属族群文化的认知与情感依附; 而社会

学层面上的文化认同，主要是指处于一定社会中的

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所属社会角色或身份的确认，以

及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共享［4］7。

随着对“认同”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

对“文化认同”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作为国内

第一本关于文化认同的学术专著——— 《文化认同

论》对文化认同的基本理念、内涵、功能以及文化

认同对于人类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意义等进行了阐述，

提出了文化认同中的个人认同和群体认同，以及民

族认同包括两个层次: 一是民族是普遍的人类共同

体，对这一共同体内部关系的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核

心; 二是对共同体文化的认同本身就是民族文化认

同。李白鹤［5］101－104认为，文化认同作为社会个体的

文化归属和价值支点，成为维系群体秩序的 “黏合

剂”，是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深层次基础。詹小

美认为，文化认同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同一民族的

文化认同; 二是同一信仰的文化认同; 三是同一文

化圈即同一文明的认同。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文

所研究的“文化认同”，是指处于同一民族和国家

内的个体或群体对长期生活在其中的文化身份或地

位的认知、承认、认可和赞同，并由此产生对民族

和国家文化的归属意识，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

的过程。因此，文化认同不仅关系到个体或群体自

身的身份定位和价值立场，而且关乎到民族和国家

的文化标识和文化价值谱系，从根本上指向国民的

民族和国家认同。

二、文化认同的价值阐释

文化认同不仅影响到个人对自己所属文化身份

的认定、在社会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影响到个

体或群体在民族和国家中的地位，以及民族文化和

国家文化的强化意识和归属意识。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

这是对文化认同的重要冲击与考验。由于同一民族、

国家内部自身文明发展的转型和不同文明形态之间

的交流与碰撞，民族文化的身份和角色危机及其民

族文化认同的复归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在当今多

元文化和价值冲突的时代，文化认同是关于自我民

族身份的确定和精神意义的建构，是一个民族认同

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彰显了极其重要的价值意蕴。

首先，文化认同的理念彰显了民族和国家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文化是民族和国家深层的自我，其

独特性和内聚力是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相区别的关

键所在。作为民族和国家的理想、信仰、观念、符

号、记忆和价值的文化体系，正是通过自身的独特

个性、凝聚力和向心力感染和激励着民族个体或群

体。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民族成员对自身所属文化

心理上的归属感和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可上。在文化

全球化时代，从某种角度而言，民族和国家间的竞

争归根到底是文化价值观的竞争。对于民族和国家

来说，只有其民族成员高度认同民族文化样态、文

化模式、文化精神，最根本的是认同民族文化价值

并形成强大的民族文化共识，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统

一的思想和行为，并转化为对民族和国家文化传统、

文化精神和价值的肯定和自觉践行的民族凝聚力和

向心力。

其次，文化认同的理念彰显了社会成员之间基

于共同文化价值所产生的一致性。一般而言，长期

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个体，主要通过形成共同的物

质基础、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风俗习惯、伦理道

德等诸多文化要素，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与

国家。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延续归根结底在于民族成

员所形成的共同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 “民族文化

以情感、规范、目标为导向，切入民族生存的客观

与实际，展现民族发展的血脉与相承，推进民族这

一特定人群本质力量的对象化。”［4］1而民族成员文化

上的高度认同，可以发挥其在凝聚社会共识、保持

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形成价值共识等方面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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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文化认同的理念彰显了个人或群体对自

我所属精神家园的建构。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

中，从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化认同是

指“某一个体或群体对长期生活其中的某一文化体

系的感知、定位、认可和评价”［1］112。因此，从微观

层面，文化认同牵涉到个人的文化取向、身份定位

和价值立场; 而从宏观层面，文化认同牵涉到由无

数个体所构成的文化群体，即民族文化成员在世界

文化之林中的身份标识和价值定位。对于一个民族

和国家而言，共同的精神家园是维系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华

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是依靠民族共同

的精神和价值组成了复合民族文化共同体，民族文

化认同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优秀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处于

民族文化中的个人或群体，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文

化的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

价值。

三、文化认同是我国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实现

的关键环节

文化认同直接表征着民族成员个人或群体对所

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积极态度和充分肯定，标志着

对国 家 和 民 族 文 化 的 价 值 取 向 认 同 和 身 份 认

同［6］79－82。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在于文化价值的自

我认同与坚定信念。文化认同的核心在于文化价值

认同，在于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自觉的价值认同。

因此，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具有价值指向上的一致

性和契合性，是我国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实现的关

键环节。

文化认同为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思想上的归

属意识。归属感是指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一团体或

组织，产生自豪和亲切的情绪体验过程。通过文化

认同所产生的归属感， “逻辑性地包含了从 ‘我’

到‘我们’的扩展，以及‘我们’与‘他们’的区

分两个阶段”，并且 “与他者比较的 ‘我’与 ‘我

们’‘我们’与‘他们’，表征着个体成员民族归属

感形成的过程和结果”［4］17。通常而言，文化认同属

于精神文化的范畴，而精神文化是文化构成中的核

心要素，可以说文化认同是精神文化的核心所在。

精神文化所包含的思想意识、精神理念、文化心理、

民族感情、文化价值观等诸要素，其特性都是围绕

着文化认同展开的。正是由于有了文化认同，才能

让民族成员产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意识和精神寄

托，进而产生一种文化认识上的自觉意识。通常而

言，“所谓自觉是指人们的自我意识高度成熟，能

够对自己的存在、各种责任担当、处置各种关系和

问题的能力状况，以及对自己精神成熟度的高度认

同的状况”［7］14－19。而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

理解，“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

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

认识”［8］5－14。因此，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表现了民族

成员对自己的共同体所拥有文化状况的理性认知和

高度认同，彰显了民族文化认同的目的。文化认同

首先要达成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

础。文化上的高度认同对于文化主体实现对民族文

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理性地认识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文化自

觉的第一步［9］126。因此，文化认同为文化意识的觉

醒和担当的实现，也就是文化自觉并进而实现文化

自信，提供了文化意识上的认识前提和归属意识。

文化认同为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价值上的指

向性。从文化认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三者之间

的关系上来看，文化认同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之

间的中间环节。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个体或群体

产生文化上的高度认同，强度不断增加，才能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4］17。具体而言，文化自觉

凸显了主体对民族和国家文化意识的觉醒和一般意

义上的认同，而文化自信则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文

化主张与高度的文化认同。在此联结的过程中，虽

然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所体现的认同强

度存在差异性，但是文化认同的方向或目标是指向

文化的价值本质的。从本质上而言，文化价值认同

是文化认同的核心所在。具体来说，文化价值认同

“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某种文化样态、文化模式或文

化精神在价值立场、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上的肯定、

接纳和认可，是人对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的文化

价值的定位和定向，是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境遇的

能动反应”［1］113。因此，文化价值认同并非是一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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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观念而静止地存在，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

的动态过程中，并且其最终通过对民族和国家文化

相对应的价值关系，产生关于文化的价值观念，彰

显作为民族和国家社会成员的价值自信。文化自信

是主体对自身民族和国家文化的清醒判断与态度选

择，彰显了民族成员在文化态度上的价值自信。价

值自信的获得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 一是科学性;

二是价值性; 三是情感性［10］3－6。因此，文化的价值

认同与文化的价值自信在价值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和

同一性，从此层面上进行分析，可以说文化认同为

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文化价值上的指向性。

文化认同为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社会实践基

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思想、观念、意识等文

化现象都是人们物质实践活动的产物，以各种社会

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都来源于社会的物质实践

活动，因而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文化现象只

有在社会生活实践领域才能得以确证。因此，人们

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实际上是 “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

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

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11］29，都只能从现实的物

质活动和物质关系中寻找其发生的根源，观念形态

的文化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的独立性，没有自己独立

发展的历史，即观念形态文化的历史只不过是追求

自己目的的人的物质活动的观念表现而已。在物质

资料的再生产中，也再生产着文化本身。文化发展

及其形态的变更，归根结底依赖于现实的个人及其

物质生产实践。

从历史上来看，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和长期

的发展演变过程。文化认同的实现过程彰显了作为

一定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可，

以及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的确定。文化认同按照

其实现机制通常可分为自然认同和强制认同［12］71－84。

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对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都体

现了民族成员在文化的社会实践中积极参与包含对

民族文化的认识、情感、信念和意志等自觉内化的

过程，并将民族成员对民族文化的情感、规范和目

标自觉地转化为民族成员的日常行为表现和行为习

惯，体现为对民族和国家文化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文化的认同为文化自信

的实现提供了社会实践基础。

四、文化自信视域下我国青年大学生文化认同

的实现路径

文化认同彰显了个体或群体对长期生活其中的

文化体系的感知、定位、认可和评价，关系到个体

或群体的身份定位和价值立场。因此，当代中国大

学生文化认同的实现关系到大学生对本民族主体文

化的身份识别和归属意识，是大学生从内心深处认

可和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并在实际行动中支持并自

觉弘扬本民族的主体文化。

在当代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

深入发展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和利益格局的深

刻调整，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表

现在主流思想文化日益 “去中心化”或被边缘化。

在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往往存在着主流的

思想文化体系和非主流的思想文化体系。主流的思

想文化一般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

级所占有的思想文化。社会主流思想文化作为文化

的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直接

反映和关照。伴随着文化全球化和信息多元化，民

族、国家和地区的 “界限”正逐步被打破，社会的

主流思想文化在碰撞与交流过程中，在思想意识形

态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正逐步被改变。如 “后现代

主义”思潮正解构传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意

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和“淡化意识形态”思潮仍占

有较大的市场和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社会

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其次表现在青年群体

盲目模仿甚至认同西方文化。当代西方文化是在资

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上发展起来的，其主流

价值观中包含资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平等、

博爱、民主等内容，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其价值理念契合了当代青年学生向往自由、平等、

民主等心理和性格特征。因此当代西方国家妄图将

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植入广大

发展中国家青年心中，具体体现在青年大学生受到

西方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的影

响，对中华民族所倡导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集

体主义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甚至认同危机。实现当

代中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成为时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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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并非一种抽象的观念或固态的存在，

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一般而

言，可以把人类的文化认同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

即前认同期、认同形成期、认同融合期、认同趋同

期和认同大同期。在这一过程中，主体通过文化的

自然认同、强制认同和理解认同等形式，对某种文

化形成对应的价值关系，并产生关于这种文化的价

值观念。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对主体的文化价值实践

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因此，文化认同的核心是

文化价值认同，包括文化价值观念认同和文化价值

实践的认同。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是指当代

大学生群体在心理上对本民族和国家所属文化产生

归属感，进而在行为上表现为对本民族和国家所包

含的文化价值体系、精神结构进行不断的内化、保

持与发展。在个体层面，它是当代大学生个人对民

族和国家文化样态、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价值倾

向; 在群体层面，它是组成大学生群体的每个个体

间的文化价值共识。

首先，增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育，建构当代青年大

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在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以和为贵、友爱和睦、诚

实守信、忠心报国等价值取向在今天仍具有顽强的

文化价值和生命力，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资源，赋予其当代

社会的视野和话语表达，将会给今天的青年文化价

值观教育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红色革命文化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实践中所

凝聚起来的精神财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健康积

极向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因此，在

当今信息多样化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境遇下，家

庭、社会和学校应积极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宣传和教育，坚持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将弘

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统一起

来。当代中国青年大学生需要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上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自觉习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知识、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观念，并进行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增强对红色革命文化的

认同感，继承革命先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视死如归

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同时，增强对当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

自信。

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确立

当代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的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价值体系中

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是决定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是否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

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科学内涵，为当代中国青年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科学把握其背景、内涵、

特征和意义，增强当代大学生对其价值理念的自觉

认知和情感上的高度认同; 要充分发挥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优势，引导当代大学生自觉接受并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内化于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

外化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 积极引导当代大

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理解与认

可，增强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的认

同，引领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符合国

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和行为。

最后，增强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的交流与汲取，形成当代青年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国

际视野。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

信息多元化，人们的交往、文化与信息的交流都获

得了空前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形成了更多共同

的文化，同时也形成了更多共同的文化认同，这一

切为人类更多更广泛的文化共识的产生奠定了坚实

基础。具体而言，当代青年大学生在认同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吸收其他国

家的优秀文化，并经过文化上的认知、反思、批判

和融合过程，形成一种关于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的

体系，显而易见这种体系包含了异文化中的合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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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并且，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大学生群体也会

在民族文化认同中增加新的内容，从传统的确立对

自身文化的认同发展到文化交融时期对异质文化合

理成分的吸收，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认同。因此，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大学生应具有一种

全球意识和视野，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作为一

种不同于本民族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尊重其他民族

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自由权利，同时将其他民族文化

作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认同的参照物，不盲目崇拜，

也不盲目贬低自身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文化发展的

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

和融合中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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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stablish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of China: A Cultural Confidence Perspective

LIU Lintao

(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Zhongshan 528458，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cultural confidence requires an individual or a community to recognize，reflect on，criticize，

and accept their national culture，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cultures in the world，and finally to establish a high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al culture． With rich connotation and value implication，the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key link to lif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of China． Therefore，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we need first cultivat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and the socialist culture，and to invest the college students with a self－awarenes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Secondly，we should hold on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establish the students’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ocialist mainstream cultural values． Finally，we should enhance exchanges and absorption of all outstanding
cultural achievements created by human beings，and develop an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confidence; college students; the key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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