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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ＡＧＩＬ模型的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解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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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多元的育人功能。运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ＡＧＩＬ模型，建构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

能的ＡＧＩＬ模型，剖析优秀传统文化自修适应、情感目标、价值整合和文化传承四个基本育人功能取向，全面系统地解析

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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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风头浪尖，处于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交织中，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

优秀传统文化弘道化人，延续民族的文化血脉，在与世界融合的过程中保持民族自身的特色，是当下需

要认真加以探讨的迫切问题。当前关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研究大多是从经验层次出发对其进行

经验式的描述和总结，或者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结合，阐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

极作用，缺乏理论支撑下的系统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丰富多元，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不胜枚举，

本文运用帕森斯的ＡＧＩＬ模型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进行抽象、系统的阐述和分析。

１　结构功能主义和ＡＧＩＬ模型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社会学大师塔尔科特·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Ｐａｒｓｏｎｓ）创建了结构功能主义，其主要

内涵包括社会行动理论、模式变量理论和结构功能分析理论等［１］４７－５２。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

义认为，社会是由许多发挥特定功能的子系统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整个社会因存在相对统一的价值

取向而整合、维持，保持统一体的存在特性。帕森斯将社会进程结构划分为四个体系：文化系统、社会系

统、人格系统、行为有机体［２］１６－１８。１９５３年，帕森斯提出“四功能模型”，即适应功能（Ａｄａｐｔｉｏｎ）、目标达
成功能（Ｇｏａｌ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整合功能（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潜在模式维持功能（Ｌａｔｅｎｃ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该模
型主要用于分析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３］４６７－４６８。ＡＧＩＬ模型的四种功能不仅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系统来
说的，也包括某一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的作用，这四种功能在子系统与总系统之间、子系统与子系统之

间是相互交叉存在的。优秀传统文化属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子系统，可运用帕森斯的 ＡＧＩＬ模型分析
优秀文化对“人”的作用，即育人功能的取向。

２　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解释框架
建构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解释框架，首先要厘清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纵观现有研究，学术界

关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概念的界定颇多，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阐释，其中李宗桂

教授从抽象层面阐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几个主要特征：反映中国文化健康的精神方向；能够鼓舞人们前

进，具有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作用；具有民族文化认同功能；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稳定性；是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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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活精神［４］。

图１　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ＡＧＩＬ模型

优秀传统文化属于文化体系，是经过历史筛选、沉

淀、被普遍认可的具有积极教育意义的文化体系，其对

其他系统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寓于符号互动。分析优秀

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就是主要分析文化系统对“人”的

影响和作用。“人”是自然人，同时也是社会人，在分析

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时也不能忽略优秀传统文化对

“人”所在的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我们借助帕森斯的

ＡＧＩＬ模型，建构了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自修适应、情感
目标、价值整合和文化传承四大功能模型（如图１所
示）。

具体来说，自修适应功能是指优秀传统文化通过

符号和意义的传递，对人形成精神激励，以达到修身养性、培育完善人格等适应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功能；

情感目标功能就是指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实现人的情感的表达、寄托与释放；价值整

合功能是指在社会价值范式的影响下，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逐渐整合，从而促进个人和社会的

发展；文化传承功能是指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增强个人的社会文化认同感、培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

识等潜在的维护个人和社会发展存在性、延续性的功能。

３　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基本取向
３．１　自修适应：修身养性，培育完善人格

在多元文化时代，文化冲突在所难免，无论民族还是个人都面临着人格范式的选择，正确的人格范

式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５］３１。完善的人格体系是个人自身发展和适应社会的基础条件，优秀传统文化

是个体修身养性、养成完善人格的精神源泉，发挥着引导个体自修适应的教育作用。优秀传统文化育人

的自修适应功能，不仅指促进个体适应社会的功能，也包括指导个体修养以适应自身发展的功能，这两

方面是相互交叉作用的，缺一不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居安思危”等核心理念对培育

完善人格有着积极作用。“仁爱”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核心和根基，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对道德

修养有极高的价值，有利于我们建立对他人和社会普遍性的关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

“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面对挫折磨难，不退缩，迎难而上，这是健全人格的重要品质。“厚德载物”彰

显了中国人宽厚包容的胸怀和重视道德修养的文化特质。“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品德，“至诚”

是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６］９７。“居安思危”体现了认识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和超前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可以激发人们励精图治，不安于享乐，促进个人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３．２　情感目标：抒发情感需求，充实精神生活
情感的抒发是“人”独特的系统目标，这里的“人”特指帕森斯划分的人格系统。优秀传统文化情感

目标功能就是指其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抒发人的内心情感，促进人情感目标的实现。基于帕森斯目标达

成功能的分析，这里的情感目标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目标的达成，即优秀传统文化通

过对人情感方面的作用，实现自身的情感功能；二是优秀传统文化帮助“人”实现其自身系统的情感目

标。这两层目标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属于同一目标的两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大抵都有抒发作者和读者情感的功能，其中诗词歌赋与人的情感目标的实现最为贴

近。情感的抒发对人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丰富的情感表达，人类将永远处于蛮荒时代。古往今来，诗

人、词人创作了大量的感情充沛的佳作，如我们熟知的《离骚》就是屈原“发奋以抒情”的一首政治抒情

诗［７］１６２。此外，私人感情的抒发也是必不可少的，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

忘”就抒发了作者对亡妻的思念之情。

３．３　价值整合：促进个人的价值观整合，有序推进社会进程
价值观体系的整合是协同各方面因素，推进个人和社会有序运作的必由之路。优秀传统文化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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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整合功能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体“人”的价值观体系的整合功能；二是优秀传统文

化对整个社会系统价值观体系的整合功能，这种价值整合作用包含对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社会子系统

的作用。这两方面的价值整合功能缺一不可，个体价值观体系的整合必须寓于整个社会系统价值观体

系的整合进程中。

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其中蕴含着一种约定成俗的行为道德标

准和崇高的精神信念，无形中对人的生活、学习、处世等产生一种广泛的约束力，形成一定的社会价值观

范式。在这种范式的影响下，个体形成从众心理，产生自我约束力，当个体行为不符合这个范式时，就会

受到价值观范式即社会集体的舆论压力，发生自我调节和矫正行为。当个体价值观逐渐整合为社会集

体价值范式时，个体就实现了社会化，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个体价值观会同其他个体的价值观不断

整合，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形成新的进步的价值范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变化不会改变整个社会价值

范式的变化，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最普遍的价值范式，对维护社会价值范式的稳定、促进个体的价值整

合和社会进程渐进式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３．４　文化传承：增强社会文化认同感，培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意识
文化传承功能是指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潜在的培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功能，同时也是维护

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存在性、延续性的传承功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传承功能是潜在的，寓于其他功能

的实现过程中，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价值观体系的整合，增强个人对社会文化的认同感，进而自觉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意识也是个人自身维护发展的延续性的重要途径，是个人人格

体系和发展进程潜在的存在性根基。

文化传承首先要有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就是上述的价值整合，是个人价值范式和社会价值范式的不

断整合，文化传承是在价值整合的过程中实现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相对于“人”来说，就是培

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功能。这个功能是潜在的，上述三大功能实现了，这个功能就实现了。该功

能的实现需要两大要素：一是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价值；二是传承的载体。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社会普

遍的价值观，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增强个人对社会文化的认同感。优秀传统文化一般有固定

的载体，如乡村文化大多与传统节日或信仰活动及仪式有关，修身处世的精神财富大多寓于先辈大师的

传世之作等物质载体，能够世代相传。优秀传统文化潜在的培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功能，不仅对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对个人价值观的维持和自身发展的延续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４　结语
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大抵可以划分到这四个基本取向里，运用帕森斯的 ＡＧＩＬ模型分析优秀传

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侧重于分析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本质与核心功能，强调系统性和各功能之间的内在

联系。上述分析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四大功能取向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自修适应的功能需要借助

情感目标功能和价值整合功能来实现；情感目标功能的实现也是寓于自修适应和价值整合的过程中；价

值整合功能就是协同各功能，形成有序的合力，共同推动系统的整体发展；在整个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

功能体系中，存在一个潜在的维护优秀传统文化存在性和每个育人功能实现的功能，就是优秀传统文化

的文化传承功能。当然，由于系统的复杂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 ＡＧＩＬ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有待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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