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4年第 4期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4 No.4

韩国民族文化特性与韩国现代化进程

冯 金 岭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韩国的民族文化特性主要体现四个在方面:异质性儒家文化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改

造 、“自励”与“排它”下的忧患与团结 、尊师重教下的民族竞争力 。正是这种民族文化指引指引着韩

国的现代化进程 ,使韩国经济迅速跃居“亚洲四小龙”的地位 。因此理解和把握文化与经济之间的

互动 ,有助于我们重塑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研究韩国现代化中的民族文化特性 ,将对我们提

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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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韩国文化特性分析

文化是潜移默化于社会政治 、经济 、军事等人类

生活的所有层面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形

态 ,如在经济层面则表现为经济哲学 、经济文化 、国

民性等 。[ 1]因此它实际上构成了一国经济发展的内

在动力和民族竞争力的软性力量。那么韩国的民族

文化特性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一)异质性儒家文化 。韩国文化一直被认为是

东亚儒家文化的一部分 ,因此它首先具备了儒家文

化的诸如“仁义” 、“忠诚” 、“谦让” 、“中道”等核心价

值观的内容 。
[ 2] (P.121)

但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

和地缘地理背景 ,它在进入近代以后先后融合了佛

教和基督教等外来文化 ,在思想领域实现了对儒家

核心价值的改造与异化 ,那就是使儒家的“忠孝仁

义”伦理高度制度化 ,成为具有韩式特征的伦理政

治 ,实现了伦理与政治的分离 ,使他们能够一方面固

守思想领域的民族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又能够在政

治 、经济领域对西方的文明进行解构与吸收 。而正

是这种东方的伦理与西方的文明相结合成就了极具

特色的“韩式民族精神” 。同时那种建立在对外来入

侵的“应激———反应”的压迫性特征 ,也形成了韩国

政治与经济双翻身的特殊精神动力
[ 3]
,这种特殊的

民族文化背景使其民族主义与权威政治相结合 ,成

为旨在使社会生活一体化并通过政府的群体动员来

推进现代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力 。

(二)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改造 。20世纪 80年代

中期 ,韩国天主教徒增加到 110万人 ,成为世界第四

大天主教国家 ,新教教徒也增加到 900万人 ,占总人

口的 24%。宗教信仰上的多元性 ,使基督教的战斗

精神 、儒家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整合在一起 ,

为韩国的民族精神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

度基础为它增加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以外的某种

权威的尊重 ,张扬了民族个性 ,为传统文化输入了新

鲜的血液 ,这种心灵的“神化”与儒家极具实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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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人生哲学相结合 ,使韩国人的国家本位主义十

分强烈 ,甚至要求牺牲自我。

(三)“自励”与“排它”下的忧患与团结。韩国民

族主义精神一方面图强自立 ,为民族不惜流血牺牲 ,

另一方面又极具警惕性 ,保持清醒的大脑。在韩国

城市与乡村 ,韩文 、汉文和英文广告等随处可见 ,唯

独不见日文广告 ,韩国成立 50年来没有上演过一部

日本电影 、电视剧。今天 ,他们仍然始终不忘民族仇

恨 ,对日本侵略史记忆犹新 ,对军国主义复活高度警

惕 ,而且这种“记忆”和警惕是普遍的 , 是“上下一

致” 、“老幼一致的” ,构成了整个民族意识。更为难

能可贵的是 ,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与昔日的殖民国

在经济与技术上打交道 ,刻苦学习日本的技术 、高价

买日本的技术 ,与日本发展经贸往来 ,以求自己的民

族振兴 ,同时又不放映日本电影 ,不唱日本歌曲 ,防

止日本文化同化韩国人。这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

化和心理的侵略所保持的警惕性比政治和军事上的

警惕性更宝贵。[ 4]而对儒家文化 ,近代以来韩国人

一直走在寻求文化主体性的道路上 ,他们刻意推翻

儒家文化的影响 ,这一切都着眼于使高丽文化作为

一种独立的文化模式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这种一

往无前 ,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取精神成为振兴韩国经

济的催化剂。

(四)尊师重教下的民族竞争力 。韩国人对教育

的重视随处可见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教育发展速度

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发展速度 。在 1970 年仅为

70.1%的初中入学率到 1995 年已达到了 99.9%,

高中入学率也从同期的 26.9%提高到 98.7%。据

1984的统计 ,韩国教育经费已占 GDP 的 13.3%,遥

遥领先于日本(1983 年为 5.7%)等一些西方国

家 ,
[ 5]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世纪 80年代后期

的统计 ,韩国人文发展指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

尊师重教在韩国蔚然成风 、崇尚教育已成为韩国人

的国民精神 。正是由于教育的不断提升 ,韩国的民

主化进程不断加快 ,基本实现了法治主导下的政治

运作 ,克服了东亚儒家影响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 ,在

全社会营造了一种公平 ,民主 、进取的社会氛围 ,为

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增

强了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

二 、民族精神指引下的

现代化进程

　　从 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连续保持了 35 年的

7%～ 9%的 GDP 增长 ,创造了世界奇迹 。在这一现

代化进程中 ,韩式民族精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一)民族忧患下的经济中心主义 。正是由于韩

国民族的自立与忧患使他们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

头等大事。在政治民主化进程曲折回还的背景下始

终注意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与稳定 ,例如在朴正熙

时期 ,他强力推行“经济第一主义” ,大力扶持大型企

业 ,通过军人高度集权 ,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障碍 ,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 ,总统就是总经理 、

政府就是企业管理机构 ,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

销售机构 。
[ 6]
韩国经济就在这样的高度权威主义指

引下高速发展 。这一时期 ,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率为 7.1%, 1975 年达到 15.1%,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汉江奇迹” ,成为“雁行模式”的佼佼者 ,被誉为

“亚洲四小龙”之一 ,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

样板。

(二)牺牲一己的国家主义。韩国人把个人价值

置于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价值之中 ,以“经世致用”

与“内圣外王”作为人格标准 ,从而以对社会 、国家的

贡献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高低 ,使整个国家与

个人的利益和衷共济 ,融为一体。举例来说:1997

年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 ,韩国当时的外汇储备

只剩下 38亿美元 ,整个国家都要倒闭了 ,没有人能

否认韩国人的民族性在重整河山的大业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危机面前韩国人空前团结 、“主动捐金” ,

帮助政府还债 ,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为国耻。

“身土不二”(意为韩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最适

合韩国人的身体)的口号经过长期的宣传已经成为

一种消费理念 ,政府引导国民购买和使用国货 ,保持

了国内市场与弱势产业 。政府一声令下 ,刺激内需 ,

老百姓就纷纷上街购物 ,用信用卡到银行贷款消费 ,

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奢望出现的情景 。可以说

38



韩国经济的复苏更像是一场“爱拼才会赢”的全民反

击战 。韩国汉城拥有 350万辆汽车 ,大街上跑的全

是“现代” 、“大宇”等国产车 ,虽然用国际化的眼光来

看可能不符合全球化与世贸组织的标准 ,但是从民

族经济振兴的角度 ,从发展中国家所应有的发展战

略和基本因素的角度看 ,这种状况不正是体现着一

种宝贵的民族精神和足资借鉴的发展经验吗 ?事实

上 ,那种在开放前提下的自我保护意识正是“韩式民

族特性”的典型体现 ,你可以说它狭隘 ,也可以嫌它

落伍 ,但是无法否认它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成功助推

了韩国经济的起飞。

(三)“新儒教主义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马克

思·韦伯所指的新教伦理即是:“诚实 、守信 、勤奋 、节

俭” 。这些精神培育了现代资本主义 ,与儒学相比的

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是以宗教或社会的伦理为基础 ,

而儒学却强调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 。这一方面促成

了韩国人格化的伦理观 、国家观和权威观 ,另一方面

又在韩国转化为一种程序性原理 ,在维护社会稳定

的基础上避免或克服了现代化急剧变革过程中引起

的社会失序现象和发展性危机 ,加强了对分散的经

济与政治资源的宏观控制 ,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调整

了集团的利益冲突 ,促进了社会的整合。[ 3]同时韩

国人充分发挥儒学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 , “民胞物

与”的宽广胸怀 ,“诚实守信 、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

以及“乐群贵和” , “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有效地遏

制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举个人 、家庭 、国家之力

把企业做大 、做强 ,实现了经济与企业的互动与可持

续发展 ,造就了一大批诸如“三星” 、“SK”等的大型

跨国集团公司。

三 、启示与思考

韩国与中国文化上的同构性 ,使中国认为韩国

可能是我们最具借鉴意义的国家 。但是我们应该看

到:韩国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经历了韩国民众

和知识精英与军人政府的持续对抗 ,以及亚洲金融

危机对政府主导型大企业与大财团发展的韩国模式

的冲击 ,前者令韩国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后者

令韩国克服了韩国大企业病 ,真正走上了规范 、透明

的国际化 、市场化之路 ,因此对“韩式民族精神”主导

下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一定要辩证地分析和看待 。一

方面 ,我们要加强对韩国的了解 ,另一方面又要注重

学习和借鉴 。今天我们在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要注意学习韩国在处理文化与经

济发展互动中的方法和手段 ,结合中国的实际 ,因势

利导 ,充分发挥民族优良传统 ,立足于现代化的历史

高峰 ,全力把握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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