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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的中西文化互补意识

     ——过程思想家的贡献

                     王治河  樊美筠

真正的善是从深度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

                               ----伯纳德·卢默尔：《两类力量》

      今天， 尽管带着有色眼镜看对方的情形， 在中西方仍然不乏市场, 西方的

许多媒体依然喜欢“在病理学的意义上致力于妖魔化中国以及中国所做的一

切。”1 西方的学术界“依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自若。”2 而在中国，继续高唱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并用“腐朽堕落的制度”概念来深刻解

剖西方社会的人也不在少数。

       然而形势比人强。在今日西方，对中国和中国智慧的兴趣正呈日益增长的

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 2009 年 11 月 16 日在上海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我们有很多

要从中国学习。3 几乎同时的《时代周刊》也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可向中国学习的

五件事》，强调美国应当学习中国人的“雄心勃勃、重视教育、照顾老人、大量储

蓄、高瞻远瞩”等五条经验。4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已经为

许多西方学者所重视”更是个不争的事实。5 相应地，在中国，强调向他者学习,  

鼓励 “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已是上至政府,下至民间的普遍共识。因为

“正是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这

个丰富多彩的世界”。6 也正是这种良性的互动奠定了中西合作的基础，也构成了

世界和平的保障。一如著名比较文学家乐黛云和金丝燕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尊

重各种文化特殊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的跨文化对话”，是“避免”中西冲突的“关

键”。7 可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意识到中西相互对话的必要性，相互理解

的重要性的人正在日益增多。对话观念，文化互补意识时至今日业已由涓涓细流汇

集成一股浩荡的洪流。以至于当今任何反对对话的举措都将不得不面临“文化闭锁

主义”和 “文化沙文主义” 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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