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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球视野下的本土行动和本土经验的全球
贡献 *

陈越光

今天在一个很特殊的气氛下，召开这样一个启动会。大家知道，

目前是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凌轹众生，相对来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深深感觉到，我们是在焦虑和不安中戒备森严。为什么

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还要如此隆重地在线上线下，在北京、青海，

中国与法国之间，为一个规模并不是很大的项目举行一个隆重的启动

仪式呢？

一切仪式的价值都不是用场面来支撑的，一切仪式的价值都是由

它所要彰显的意义来支撑的。刚才两所签约高校的领导都已从领导的

角度阐述了这个项目的意义，我也谈一点个人的感想，从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角度，丰富对这个项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首先，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和最早的动议者之一，从这个角

度，我看这个项目，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是一种开放性原则的

拓展。敦和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签订共同建设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

研究院的协议中，双方就约定，这是一个开放性平台，不是在某个机

构、某个院校内的封闭的学术小圈子，我们双方的合作协议要求，双

方都有义务积极推动和拓展这个平台的开放性。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

研究院的章程，是我和张凯副校长主持第一次理事会时通过的，章程

的第三条就叫做“开放性平台原则”，为什么把开放性看得那么重？

*　作者时任敦和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本文为作者在 2021 年 1 月青

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合作

“丝路跨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启动仪式上的讲话，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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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开放是跨文化的灵魂。开放的心态、开放的眼光、

开放的技能，这一切是跨文化的前提，可以说，没有开放精神，就没

有跨文化。

我们的合作框架协议里有一笔专项基金，用于跨文化青年人才培

养，没有动过，五年来没有花过一分钱，当获悉有这个项目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确定要启动这个专项基金。我们现在都讲不忘初心，我们

建这个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初心，就是要开放，现在我们实践了它。

所以站在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的角度，我们要感谢青海师范大

学，感谢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对北京师范大学

跨文化研究院的支持。这是我从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这个学术

平台的角度，所看到的项目意义。

往后退一步说，我作为一个跨文化领域的观察者、学习者、思考

者，我又从这个项目看到了什么呢？我跟随乐黛云先生参与一点跨文

化研究的工作，我在乐黛云先生、汤一介先生身边做一点跨文化的事

情，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我也可以说是中国跨文化领域的一个

“老书童”了。我想，一个人再笨，在有学问的人身边25 年，帮着递

递纸、研研墨，也能认几个字、学到一点道理了。

我从跨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将使跨文化

学科建设得到一种新的能量、新的能源。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跨文

化研究起于比较文学，融于海内外汉学，现在跨文化研究正在与哲

学、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发展学、语言

文字学、科学技术史研究等学科结合，进入到深入交叉研究中，并且

正在这个过程中厘清学科轮廓，确立学科范式，从而建立一门新兴学

科——跨文化学。我们也知道，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具有多学科优势，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势，具有注重人

和生物圈互相依存关系研究的优势，它的这三种优势正是对跨文化研

究领域新学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能源注入。所以，从一个学科

领域的观察者、思考者来说，高科院进入到我国跨文化学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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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感觉到倍受鼓舞。

我再往后退一步说，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一个对祖国对民族有

感情、对人类命运有关切、对人生还有一点念念不忘的责任意识，这

样的一个当代中国人，从这个角度，又怎么来认知这个项目的意义

呢？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多的是朝东暮西的潮流，多的是喧嚣一时的

事件，多的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喧嚣纷乱的世界

潮流中需要中流砥柱的时代。我们也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交接点

上，中国、中国的领导人，向全球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

个理念。但是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漫长的历史经验并没有

向我们提供建立全体人类共同体这样一种历史经验。然而，在历史进

程中，民族的融合、文明的互鉴，这样的局部经验是有的；在历史进

程中，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在和自然的互相切磋、碰撞，包括破坏和修

正，包括受到惩罚和接受教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认知人和生物圈互

相依存的理念，这样的局部经验也是有的。这些经验应该如何总结、

吸取、提升？更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一体多元这样一种珍贵的历史遗

产，是不是有可能通过我们这几代人的创造性实践，以一种跨文化的

观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一种借鉴？在全

球性灾难面前，认识到国界并非屏障，从而体验一种共同感，这是比

较容易的。在创建未来的历史进程中，真正确立建构共同家园的自觉

意识，当代人类的创造性还有待考验。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我们可

以看到，在青海的特殊区域，人和资源、人和人多民族共存这样一种

特殊的关系相融的历史，加之和首都北京、和首都北京一个高等院校牵

涉的全球学术资源互动，我们是不是从中又看到这个项目具有一种全球

视野下的本土行动和本土经验的全球贡献，这样一种意义和价值呢？

最后，归结起来，可以说的一句话就是：因此，我觉得在这样的

时候，以这样隆重的形式，表达这个项目的意义和价值，是恰当的。

让我们祝贺“青海丝路跨文化研究”重大项目现在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