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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民族的重量，一个国家的力量，一个社会的体温．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或价值观的集
合，它是人们行为的最后根据和理由，是和人们的实践不可分割的．文化本身是抽象的概念或概念集合，是一种
潜在的思想力量，是精神与信仰、理想与信念的力度，一经大众认同和制度保障，这种潜在的力量就会转化为现

实的力量．我国职业篮球文化建设应采取自由协商的态度获得职业篮球参与者的广泛认同，然后形成严格的规
章制度，并且在参照别的职业篮球文化时，应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主体地位，采取质疑和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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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理解文化的角度

由于对篮球文化概念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为

了更好地分析我国职业篮球文化建设问题，所以有

必要说明本文对文化理解的角度．之所以提出本文
对文化理解的角度，也是为了更好地分析“我国篮

球文化问题”，使文章逻辑脉络清晰，不至于对文化

问题的理解混乱而产生不必要的争论和误读．
１１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是人们的行为根据

生活中我们对人们的行为解释往往有多种解

释，比如说，从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等角度解释，

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追问的话，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

政治、经济、心理等现实存在呢？是什么导致这样的

存在呢？这样假如人们不停地追问下去的话，往往

最后要归结到文化问题，但是，文化问题还是一个抽

象的存在，文化的承载者归根到底还是人，而最终主

导人的还是人的价值观念———它告诉人们能做什么

和不能做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能做而那样的事
情不能做．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去做，而不是以那样

的方式去做．支配人们行为的就是人们心灵深处的
价值观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操纵着人们行为的

一切，所以关于人们行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支配人

们生活行为的文化价值观念问题．一种文化的价值
观念一旦占据人们的心灵，并且通过人们的行为形

成实践，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文化环境中人们的集

体行为而对这种文化导向的未来进行预期判断．
文化的核心组成是价值观念的集合，这些价值

观念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它支配人们在社

会环境中的行为以及行为的价值判断，它解释人们

应该做或不应该做某种事情的理由．价值观作为文
化的核心要素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普遍持有的关于

如何区分善与恶、好与坏、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

念．人们普遍的价值观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理想和未
来的抽象观念．价值观通常伴随着人的情感，它为一
个人的行为提供正当的理由．

由于文化问题的核心层次是价值观念的问题，

因此，文化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对人们的价值观念

进行改造，也就是对人们的心灵进行改造和治理，这



是一种社会或组织存在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

人的内在的价值观念比外在的社会制度更为基本．
假如外在的社会制度不和人们的内在的价值观念相

吻合，那么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会成为一纸空文，因

为再完美的制度都会有漏洞，假如人们不认同这样

的制度或者说这样的制度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念，

他们总能找到办法绕过这样的制度，制度也就会失

去效力，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制度的设计必须符合文

化精神才能有效．
１２　文化和实践是统一的
１２１　文化的载体是人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认为“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

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因此文化
假如不与人们的行为或者说实践相联系，那么文化

的理念无论如何完美或者说糟糕，都仅仅还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例如我们对各种

文化存在的命名，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但
是，文化最终的实现还要靠人的实践来完成和显现，

我们对文化的判断也是通过人们的行为来实现的．
因此文化理念和实践是文化的一体两面，是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离开人的活动和行为去谈论文化，是一

种空洞的文化．人和文化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人以
文化的方式存在，受文化规定；同时，文化只是人的

文化，文化依赖于人并且被人创造．文化的存在离不
开人的存在，离开了人也就无所谓文化，两者互为因

果．人的本质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也就说人在改造
世界的过程当中展现自己本身的存在．人用自己的
文化意志改造世界，同时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也被

世界改造，也就说自己的文化也被改造．
１２２　文化的非实体性

文化的非实体性，表明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

和绝对的，它是一个不断塑造的过程．文化是人在
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创造物，因此文化也在随着

人改造世界和自身的活动中不断变化，也就是说

文化是动态的、未完成的，是开放性的意义世界，

不存在凝固的、僵死的文化世界．文化的非实体性
从另一方面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实践性、人的意

义、自由和人的超越现实性．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
决定了文化处在不断变化当中，也就是文化总处

在创新的过程中．比如，在人类生存的文化世界当
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文化形式是凝固不

变的，它总在发展变化当中．文化归根到底是人类
在实践过程当中的心灵内化和升华，它是一个不

断再造与重塑的过程．
文化建设对一个社会或者组织而言是一个没有

终极答案的建设过程，是一个不断否定与肯定的过

程，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而不断变化，

因此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提炼并不

代表人们已经掌握了文化的全部真相或绝对真理．

文化发展是一个关乎社会或者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核

心命题，它需要人们在实践过程当中不断思考，不断

总结［１］．因此，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或组织的文化一
定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体系，这个开放性的文化体

系并不具备自然、自动进化的智能，需要文化当中的

人主动思考、实践，并根据本身文化的内外环境与本

身发展的需要进行文化的更新、进化甚至是再造．文
化建设进程是人们主动进行的理论———实践———理

论的循环过程，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人们不仅改

造着外部世界，也在改造着人们自身的存在，也就是

说也在改造、创造着自己的文化．
１３　大众认同和尊重是文化形成的保证

文化不是个人或者说少数人的专利，文化如果

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同、尊重和践行，那还不叫文化，

只有大众对文化的认同、尊重和实践才能最后形成

文化，也就是说只有形成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中人

们普遍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才可称为文化．从某种
意义上说，文化不过是人类在不完全适合于自己生

存需要的自然条件下所选择的应付策略，也就是说

人们创造文化，是为了人这个“类”的存在、生存，而

不是某个个体的生存需要．假如自然能够满足人类
个体的一切需要，人能够得到绝对的自由，那么人类

创造文化来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规范就没有意

义．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单个人是无法在自然
界中生存的．人类或组织要想生存发展，一个前提就
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得到遵从统一，行为得

到基本的统一，否则就会陷入混乱，最后走向灭亡．
从政治学意义的角度来看文化，无论是作为话

语、价值观以及制度的设计的文化总是代表着某个

群体、组织的利益而不代表个人利益和价值．利益群
体设定的文化制度因为体现着群体的利益追求或认

可，因此这样的文化制度总能得到人们的拥护、维

护，也因此文化才得以实现形成．毫无疑问，生活中
的个体当然有着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我们不能

因此认为这个个体有“自己的”一种独特文化．每个
个体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可能千差万别，但是他

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必定要和群体一般的价值观

相统一，否则个体就无法生存．因此我们认为只有代
表了群体、组织利益的价值观、话语和制度才可成为

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关于某事物的想象就只能
是个人的经验，而群体普遍的对某事物的想象和意

识才能称得上是文化．显然，只有形成群体大众的想
象和意识才有政治的物质力量．历史上形形色色的
社会或组织从兴衰到成败，其中主导变化的就是文

化．一种获得大众广泛认同、尊重的文化能够体现人
们群体共有的理想和信念，能够充分调动、激发人们

的创造力，而且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也因此能转化

为社会、组织向前发展的物质力量．相反，一种人们
不愿遵守的文化制度，这种文化也会反弹出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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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是为了破坏现存的文化、社会和

组织，现存的文化迟早会被人们抛弃，也最终会导致

社会或组织的解体，从而以新的文化重新构造社会

或组织．

２　文化力量的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分为积极文化和消极文化，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积极文化，也就是主导人们发展

前进的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价值追求和精神，而文化价

值追求和精神是一种潜在的物质力量和生产力，一

经形成就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成为社会、组

织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加强社会或组织文化建
设，首先要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精神，树立起强

大的精神支柱，统一群体的思想，激发人们的创造热

情，并最终凝结成向前发展的合力．良好的社会或组
织文化能够充分发掘出社会、组织中每一个个体的

潜能，激发出人们的发展激情，它是社会或组织内部

团结的纽带、沟通的渠道，是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相

互默契的“共同语言”．
２１　文化只有和制度相结合才能产生物质的力量

只有被认同和学习的文化存在才有现实的意

义．而被认同和学习以后，还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
度规则作保证．文化说到底是对人们思想观念和行
为的规范，正因为如此，只有制度才能将文化和文化

的现实力量统一起来．
文化的精神导向或价值观念一般以理想的抽象

概念存在，而人是现实存在的人，而人性也是复杂

的，现实中的人的观念和行为并不总是和文化的精

神导向相吻合．米夏埃尔·兰德曼认为：“完美性与
腐败性均等地包含在人性当中，唯有人自己能够决

定是朝着完美性拓展还是朝着腐败性延伸”．马克
思认为：“人可能把自己提升为一种值得尊敬的、令

人羡慕的、令人惊奇的事物，人也可能利用他自我形

成的能力变得比任何野兽更野兽．”歌德在《浮士
德》中说：“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心中，它们总是互

相分道扬镳：一个怀着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

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地想脱离世俗，高飞到崇

高的先辈的居地．”也就是说人性本身存在善与恶
两个方面，是朝着完美性拓展，还是朝着腐败性延

伸，是把自己提升为令人惊奇的事物，还是变得比野

兽更野兽，也就是人是向善还是向恶，是产生发展的

力量还是产生破坏人类前进的力量，都不是自动生

成的，这就对规范人类的行为———制度的产生提出

了要求．正因为人本身的复杂性，价值取向的多元
性，因此个体的人的观念和行为往往和文化设计的

理念不相符合，甚至背道而驰，所以对人的规范是必

要的，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鼓励符合文化设计的思

想行为，打击压制违反文化理念的思想和行为．

２２　制度公正是文化力量实现的必要条件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如果我们要对自己

的文明或任何其他文明中个体的存在作一个描述，

就得将个体的活动与组织化生活的配置，即与盛行

于该文化中的制度系统联系起来．另外，依据具体现
实对任何文化的最佳描述都在于列举和分析组成该

文化的所有制度”．［２］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表明，人的
具体存在如何，或者人们的存在到底能体现什么样

的文化和人生存的具体制度环境是紧密相连的，有

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从这个意义来
说，制度和文化是互为因果的，制度体现文化的价值

导向，反过来，制度也会生成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
现实人的存在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也就说人的发

展有无限的可能性，可能向“善”的方向发展，也可

能向“恶”的方向发展，总之人是有缺陷的存在．因
此文化设计者假如仅仅追求一种“应然”状态，而不

考虑“实然”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也仅仅存在于观念

和抽象当中，同时由于这种状态和现实社会的脱节

和分离，那么这种追求是虚幻的，不实的．尽管这种
追求令人向往，但因为缺乏现实的行为的感召力也

会被人抛弃．
制度公正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指导下建立

起来的，是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
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实际就是文化价值观

实现的保证．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
化的价值、精神，理念，制度公正是否的评价原则就

是：符合文化理念的行为就应该受到鼓励和奖赏，相

反，违反文化理念的行为就要受到惩罚．当制度设计
符合文化理念，并且奖励惩罚公正，那么文化精神和

价值取向就会通过人们符合文化理念和价值的行为

形成强大物质力量．相反，如果制度设计不公正，或
者说制度设计尽管公正，但是奖罚不公，那么人们就

会对文化倡导的价值理念疏远、脱离，甚至背道而

驰，导致文化预期的力量不仅不能显现，甚至出现产

生使社会、组织倒退的力量．

３　我国职业篮球文化建设

３１　文化认同是我国职业篮球文化建设的前提
条件

我国职业篮球文化的设计无论如何完美和美

好，但是文化的设计总是理想的、抽象的，文化实现

的唯一途径还要回到现实中来，也就是说，总要回到

实践和现实生活，而理想和现实总会存在差距．消融
理想和现实差距的办法只能通过现实中人的协商和

相互妥协，并最终获得认同并在行为上达到一致，在

认同的基础上，中国职业篮球一系列制度建设才能

取得道德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中国篮球文化的设计和愿望不是凭空的，它是

以关注现实中人的需要为基础的．毛泽东认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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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想理念，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

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

起作用的”．［３］因此，中国篮球文化设计的基础和依
归应当是现实人的需要，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空中

楼阁．文化设计无论多么完美，但是如果不为大众接
受和实践，还是抽象和虚幻的，它只能引起人的兴

趣，但也仅此而已．要想让它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
用，还必须让它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只有能够关注现
实人迫切需要的文化设计，才能为大众接受，从而成

为其思想行为自觉遵守和应用的指导原则．而对于
普通大众来说，他们只关心自己需要的理论．

社会的需要———主要是观众、俱乐部投资人、运

动员、教练员等，这一现实存在的需要应成为我国篮

球文化设计的基础，并在多方自由协商的基础上达

成共识，形成中国篮球文化的认同，只有如此，中国

篮球文化的设计和建设才是有效的．只有获得篮球
参与者的广泛认同，才能获得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一

致的行动，并为实现预期的愿景目标奠定坚实的基

础，文化的力量才会实现，否则，因为没有选择，人们

即使在参与，也是不情愿的，也是在投机，并最终破

坏我国职业篮球的发展．
３２　中国职业篮球文化价值实现的保证是制度
建设

中国职业篮球文化认同以后就是文化的实践和

实施，而人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和利益的多元性，并不

会在认同的基础上与文化理念达成行为的一致，有

时甚至背道而驰，例如，现实中有多少人心怀善良却

在行为上作恶，因此文化实践和实施对制度和规范

的需要就应运而生．中国职业篮球制度设计的基础
和依归是中国职业篮球文化设计的精神理念，当理

念以制度形态出现以后，文化理念潜在的物质力量

就成为了现实的可能．我国职业篮球制度既是篮球
文化精神的产物，也是篮球文化实现的工具，它规范

着参与者的行为习惯，同时也制约和主导了精神文

化的变迁，它一经产生就会和文化理念互为因果，也

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

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文化理念的发展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具有超

越现实存在的特点，而制度具有稳定性、现实性和物

质性，人们对文化的现实感觉还是制度的存在和变

化．我国职业篮球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只有通
过中国职业篮球制度的变化才能把握和理解文化变

迁的具体形态．也只有通过职业篮球制度的现实设
定和变迁，我们才能认识现实的职业篮球参与者的

行为和活动模式．无论我们是纵向审查人类社会历
史，还是横向观察社会现实，在现实上都是一个社会

制度的变迁和发展问题．事实上，没有职业篮球制度
的发展和变迁，就没有职业篮球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因此，我国职业篮球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唯一的依托

是职业篮球制度的变迁和发展．道格拉斯·Ｃ·诺
斯在其代表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

对制度的定义是：“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

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

定的一些制约．”“制度制约既包括对人们所从事的
某些活动予以禁止的方面，有时也包括允许人们在

怎样的条件下可以从事某些活动的方面．因此，正如
这里所定义的，它们是为了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

供的框架．它们完全类似于一个竞争性的运动队中
的游戏规则．”［４］

中国职业篮球制度没有文化作支撑就会缺乏效

力和道德的合法性，而中国职业篮球文化没有制度

作保证就会陷入空谈而毫无意义．人是现实中的人，
现实中的人是以追求利益为基础的，也就是“人性

本私”和“趋利避害”———尽管这一人性预设不一定

正确，但是毕竟在现实中是有用的，制度是以利益奖

惩为主要手段的，人们因为遵守制度就会获得现实

的利益，违反制度就会失去利益．同样，对中国职业
篮球文化也是如此，如果人们遵守和维护符合文化

理念的篮球制度，就会获得利益，即使不能获得眼前

利益也能获得长远的利益，反之就会失去利益，那么

为获得利益，我国职业篮球参与者就会遵守和维护

现实的制度，并且形成符合制度中蕴含的文化理念

的思想和行为习惯，这样中国职业篮球文化的设计

就会从理想变为现实．
３３　我国职业篮球文化建设的反思

假如我国职业篮球文化没有被另一种文化的精

神生活和价值观所干扰，或者我国职业篮球文化的

存在没有把另一种文化作参照，那么我国职业篮球

文化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文化，也会缺少现实的发展

动力．从职业篮球文化的核心层面来说，如果我国职
业篮球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没有形成价值比较和争

论，那么中国职业篮球文化也不会自发地变成一个

现实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也不会成为反思对象．中国
职业篮球文化自身就不会构成一个问题，它只是生

长着．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了另一种或另一些文化存
在作参照和比较，我国职业篮球文化建设问题才成

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解决我国职业篮球文化发展的问题通过跨

文化比较的方法，那么很难获得有意义的认识，因为

常见的跨文化比较方法是一种肤浅的方法，并从而

会对本身的文化和另一种存在的文化形成肤浅的认

识．这种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之所以是比较肤浅的，那
是因为它总是隐藏着某种预先的价值判断前提．但
是如果想要避免这种价值预设又不太可能，因为如

果没有预先的价值判断就甚至不知道要比较的是什

么，尽管有时候这种预先的隐藏的价值判断我们感

觉不到．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但人生活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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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也就是一个文化世界，人类判断某个社会

组织的生存状态不同于判断自然界那样具有统一

的、客观的标准，他总带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意义取

向．对于社会存在来说，人类只有事先假定或预设了
某种价值取向，然后才能够有目的地去发现支持这

种价值取向证据，然而这种证据是廉价的，对于任何

一种价值判断，证据比比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

辞”就是这个道理最好的说明．所以说没有哪一种
价值判断会比其他的价值判断缺少支持的“证据”，

在丰富的生活中找到某些证据是很容易的事情．其
次，比较方法的肤浅还在于，即使“比较”能够产生

关于其他文化以及自身文化的某些准确的知识（知

识是客观的，不涉及对人的意义也就是好坏善恶等

价值问题），它也不可能引导出有积极意义（意义涉

及到人的价值判断）的实践，因为仅仅说出这个文

化怎么样，那个文化怎么样，但这仅仅只是提供了一

个文化描述，而不能给出某个文化应该“怎么办”的

理由，即可以怎么发展或应该如何保守的理由，但这

并不是说每个文化就不能批判，只是批判的方式和

前提不同．
因此，我国篮球文化建设在与其他文化作比较

时，应采取正确的方法和积极的态度，也就是从价值

意义的角度来说，应该在坚持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核

心价值的基础上，去参照别的文化从而发展自己的

文化，也就是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目空一切．文化
学家艾柯等人主张一种积极的跨文化交通，称作互

动的文化沟通．也就是说，文化沟通或者说文化开放
如果存在积极的意义，那么，每种存在的文化都能够

成为彼此文化发展、创造的一个的源泉而导致自身

文化的发展演变．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各种职
业篮球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并因此构成一个文化的

公共空间，那么各种现实存在的职业篮球文化就必

定成为这个公共空间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化间

的交往必须能够使各种文化在交往中受益，并且能

够形成这个文化空间的共同问题，否则交往就是无

意义的．或者进一步说，如果某种职业篮球文化的某
些价值理念是可以被普遍化的，那么，别的文化的某

些价值理念也可以被普遍化，双向的普遍化正是文

化交往的合法性根据．
综上所述，我国职业篮球文化发展建设在以别

的职业篮球文化作比较或作参照的时候，应该选择

和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采取的态度应该是批

判的态度，而不是完全学习的态度．如果完全是学习
的态度，中国职业篮球文化的建设将失去文化自信

和文化的主体地位．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重在创新
和实践，一味抱着学习的心态是很难另辟蹊径，并且

无法产生重大突破的．

４　结语

目前，人们对篮球文化理念还缺乏深入理解，篮

球文化难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具体表现在，中国
篮球的标杆———中国男篮，参加世锦赛战绩不佳，亚

洲篮坛霸主地位的动摇，国内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ＣＢＡ）各队比拼的仍是外援的实力，本土球员多数
只是配角，随着球星姚明等的退役，国内篮坛青黄不

接，训练水平低下的矛盾更显突出．中国篮球已经到
了不抓篮球文化建设就会错失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

遇的关键时刻［５］．本文认为，中国篮球的生态环境就
像雾霾一样，已到了下决心彻底整治的时候，必须用

文化力量来促进各层面的全面落实，来夯实和提升

我国篮球的基础和实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制约篮

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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