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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有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一种文化来征服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以达到所

谓“进步”，或“精神殖民”的目的，但多数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多元文化共

生必然是文化发展的未来。本期重点正是讨论多元文化共生和互补的问题。讨论

这一问题，首先要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寻找其共同之处。汪德邁与汤一介

的对话就是以中西文化的差异为出发点。汪德邁认为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人

的价值来源于神，人的形象是根据神来创造的。在中国，人是属于宇宙的一部分

跟自然一样参与整个宇宙的运动和完善。这导致了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如“平

等”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关键概念，而在中国文化中，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地位，

父和子之间就没有平等可言，首先是遵守“礼”所规定的长幼尊卑次序，平衡

权力和责任相应的关系。在方法论方面，汪德邁提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根本

差别及其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汤一介认为这说明了两种不同思维方式最早

的源头：中国最早的表意文字是象形的、单个存在的，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义，

字与字之间大部分并无固定联系，字的出现如汪德邁所说，很可能是从占卜开

始；而西方的文字，是用声音记录语言，字母之间有连续性，每个字母离开它

所在的一串字符就不再有意义。这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源头之一。研究差异的

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的互补共生，例如汪德邁提出西方文化可以从中国的儒家

文化中得到某种互补的意义，如中国“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

人”拒绝宗教完整主义的思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等等。汤一介

强调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参照意义，特别是那些最根本的，具有

本源精神的东西，例如法制观念，就对中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天仍然要

很好地不断学习西方，而不是排斥西方。

本期方法论的探讨也是集中在差异和互补的研究上。胡军的“人生境界与

负的方法”在西方的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的参照下，讨论中国的负的思维方式，

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开拓。陈鼓应有关“全球视野下异质文化对话”的

讨论，特别是庄子与尼采，庄子与罗素思想的会通与分析也很有启发。王治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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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美筠“走向道义民主”一文，提出建设性的后现代民主概念，倡导积极吸纳

人类一切优秀的民主传统，创造出一种融合中西智慧的更高级的民主，既超越

压迫个性的 “抽象集体主义”，又超越漠视共同福祉的 “抽象个人主义”，

很能发人深思。

多元文化的差异和互补研究正在形成一个热潮，本期三篇国外专稿都反映

了这方面的情形。罗马大学教授阿尔曼多·尼兹指出：全球化已经羞辱了那些匍

匐在无形且不可控制的国际金融足下的国家，后者一直在损害着人民与各国的

利益。我们所有人，除了坐在金字塔顶端的金融家们，都需要一个新人文主义，

它与由金融家与日益腐败的国家政府所创造出的伪人文主义完全不同。这个新人

文主义将以一种多重思维方式，正确看待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文明背景与差异；

深入了解欧洲殖民主义带来的不计其数的灾难；找到建设全世界共同未来的正

确途径，首先是远离殖民主义与暴力冲突，并懂得暴力冲突不光来自爆炸和战

俘营，也来自肩负着人们幸福与不幸的无名无形之力量间的金融交易。这个联盟

将致力于建立一个覆盖全世界的跨文化之网，完善现有的跨文化期刊，建立跨

文化研究与培训中心，出版系列丛书《文明的联盟》等等。

本期最精彩的栏目之一是关于著名法国华裔作家程抱一的研究专栏；另外，

由青年学者组织撰写的“经学：历史与问题”专栏也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的问

题，我们希望今后能多出一些青年学者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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