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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全球化，相互依存，贫富决裂，脆弱的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我们好像进

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进步和倒退同时发生。我们应当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还

是悲观地准备应对更大规模的世界危机？我们必须站得更高更远，思考在目前复杂的

环境下如何更新我们的行动和思想。本期主要就是献给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探

索的。

众多思路中，我认为最值得一读的是陈越光教授的分析。他认为我们今天走在一

个陡峭的山崖上，一边是只有工具没有价值的空虚感，只有物欲和物欲的交换，势力

和势力的追逐，满足不了一个漂泊的灵魂。而探头于另一方向，则是极端思潮、集权

思想重新泛滥，各种各样以原教旨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极端思想，以拯救的名义，吞

噬着年轻的生命。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讲“工具理性”走向大分离，现代性将成为一

个“铁笼”，人在里面将失去生命的最终意义，只有科技和生产力无限扩张。英国历

史学家汤恩比早就预言，西方文明已开始衰落，唯一可能继承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是

中国文明， “如果中国人认识不到自己的使命，或者他们经过努力失败了，那么人类

的前途是黯淡的”。  

为了应对这一前景，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考。法国农学家、国际地球公民大

学执行主席吴瀚首先提出今天的变革应同时作用于文化层面和技术层面，既涉及人与

生态体系的关系，也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他提出了这些总体变革摆在我们面前的三个

迫切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讨论者不同方面的深思。例如针对这些问题，法国哲学家

帕特里克·魏威海提出必须回归“一致性”“节制”和“正义”，就像法国思想家埃德

加·莫兰主张的那样回到“人性政治”和“善的生活”。这就要求与国际机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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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就上述目标结成广泛的公民联盟，同时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改变自己与财

富和金钱的关系、自己与权力的关系；有的学者特别提出主体性问题，如于向东教授

基于对非洲考察的基础，指出亚、非、拉的许多国家由于其城市化不是由自身的工业

化所引领而是由殖民统治和传统社会溃败所致，因而推动了大规模国际移民和本土知

识的消散以及本土社区的崩解。因此，必须重建这些国家发展的主体性； 法国哲学家

珊霞·弗雷里强调“感觉不到自己生命的主体无异于死亡 ”。人性要我们 “更多地追

求充实感、独特性和一种与平等相联系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下诺曼底大学

互联网技术与数码文化副教授埃尔维·勒 - 科斯涅特别指出资源共治与共享对理解

21 世纪问题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深思。

本期的三组对话：“对多元文化的思考”“与他人相遇：中西对话录” “我研究中国

文明的路径与方法”也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来进行的。

本期的主打栏目是策划已久的“美国人文主义的发展与中国的渊源”。美国“人

文主义”学说创立已逾百年，其间经历了数次起落，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

学说于 20 世纪初在美国哈佛大学诞生，代表人物为欧文·白璧德与保罗·穆尔，引

起了当时在哈佛留学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张歆海等中国学人的关注与

认同。至 20 年代这一学说趋于成熟，在美国本土掀起了一场“新人文主义运动”，自

此进入鼎盛阶段，并开始产生世界性影响。中国以《学衡》杂志为核心，在中国文

化、教育、文学等方面都掀起了一次中西跨文化互动的热潮。可惜由于 1929 年经济

大衰退和战争的影响，这一运动在 30 年代跌入低谷，达数十年之久。二战后，美国

本土知识分子由于经历了“20 世纪文化令人痛苦的道德真空”，纷纷投身于“传统与

价值的再发现”，但直到七八十年代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成立，才形成了以白璧德的

再传弟子、国家人文研究所主席克莱斯·瑞恩为主体的美国第三代“人文主义”学术

群体；他们主办的《人文》学刊成为研究、宣传美国“人文主义”的核心。同时，美

国与中国的白璧德“人文主义”研究群体积极谋求合作：2000 年，克莱斯·瑞恩教授

应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邀请来华讲学，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异中求

同 : 人的自我完善》，开启了“学衡派”之后中美学者间的第二次国际互动。2003 年，

《跨文化对话》刊出“纪念欧文·白璧德逝世 70 周年”专栏，同年，美国《人文》学

刊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合作在中国出版《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一书；2004

年《跨文化对话》刊出“新人文精神”专栏，同年，美国《人文》杂志登出“白璧德

影响在中国”专栏；2008 年，《跨文化对话》刊出《谁是列奥·施特劳斯？——美国〈人

文〉杂志专题论争文章评述》，坦直地表示了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同行讨论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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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主办“白璧德：自由与文化暨纪念白璧德逝世七十五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担任了主题发言。2012 年 5 月，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家

人文研究所合作共建中美学术文化交流平台——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研究所。中美双方

确立资源对接与共享的平等交流原则和实施计划。本期特选编美国第三代“人文主义”

学者的代表性作品，以期有助于我国学界了解美国“人文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并由

此反观自身的“传统与价值的再发现”。

2015 年 9 月教育部正式批准“跨文化方法论研究”为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 9 月 7 日如期在北京

师范大学举办，中国和欧洲著名学者 9 人组成讲演团，面向选修跨学科方法论平台课

的 20 余名博士研究生开课。法国现代汉学泰斗汪德迈教授和法国新一代汉学家金丝

燕教授组团授课。课程共 21 讲，60 学时。我国跨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北京大学著名

教授乐黛云先生首席演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三大传统文科：民俗学、语言文字学

和古典文献学组成最强阵容的联合演讲团。北京大学中印文化史研究专家王邦维教授

加盟讲座。多年来，中外已有诸多高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法国里昂大学和阿

尔德瓦大学等校，开展了跨文化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积累。本次讲座实现重点转

向，以乐黛云教授和汪德迈教授为首席，在北京师范大学起步，创立中国的跨文化学

新学科。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授在讲座开幕式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极为关注高

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才教育的走势，呼吁文化多样性，同时也希望从中国的

崛起中获得对于外部世界的启示，这些理解和交流工作都要通过跨文化对话来完成。

他指出文化保护是人类的权利，文化教育是人类拥有美好未来的基石，跨文化方法论

建设是人类的文化自觉和多元化教育走向纵深的标志。

参加这次讲座的中、欧学者的题目分别是： ［法］汪德迈《导言：汉学研究方法

要点》《第一讲　用中国文化特色认清中国文化道理》《第二讲　依靠汉学文言考古学

划分古代史分期》《第三讲　用整体观点考察中国思想的特殊性》《第四讲　特别考察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礼治》；乐黛云：《第一讲　多元文化发展与跨文化对话》《第

二讲　跨文化对话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法］金丝燕《导论：跨文化研究与文化

转移的定义》《第一讲　佛经汉译：早期中国的文化接受》《第二讲　中国文学西渡》《第

三讲　中国新诗源 ：初期象征派的接受视野》《第四讲　当代中国的文化转移平台：〈跨

文化对话〉杂志》；王宁：《关于汉字性质与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程正民：《巴赫金

的对话思想和跨文化研究》；王邦维：《第一讲　书写“异域”：古代中国的印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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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验》 《第二讲　“边地”还是“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优越感问题》；李国

英：《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董晓萍：《第一讲　跨文化民间文学研

究的遗产、方法与个案》《第二讲　跨文化民俗学研究的体裁与民俗志》；［爱沙尼亚］

于鲁·瓦尔克：《第一讲　爱沙尼亚传说中的社会现实建构》《第二讲　欧洲魔法故事

研究》《第三讲　民俗中的人兽互变与人类学中的本体论转移问题》等。这次中、欧

合办的“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取得了空前成功，激发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

为适应世界发展形势，本期开辟了新栏目“世界文学年度报告”，其目的，正如

赵白生教授所说，“是想培养一种世界意识，建构一种宏观诗学。所谓世界意识，实

际上是一种三重整合：即博古通今，时间上的整合；打通东西，空间上的整合；古今

东西的文化交汇，时空之整合”。“世界文学年度报告”今后将出现在本刊各期，相信

能为学术界提供有益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