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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重读“东方文化丛书·总序”和《新汉文化圈》
陈明 *

摘　要：众所周知，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应该在不时兴起的对抗中寻求共识，在客观存在的

差异中实现融通。重新阅读“东方文化丛书”总序和法国汉学家汪德

迈的《新汉文化圈》一书，能进一步体会前辈学者倡导的文化交流的

理念和跨文化研究的胸襟及方法；认识到摒弃单一文化的优越感之必

要，包容文化的“复数”涵义；在实践中体验和理解文明差异不等于

文化冲突，文明之间的歧见也可以被包容与共利所超越。文化交流和

文明互鉴必将为全球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机遇，“一起向未来”才是

我们的永恒目标。

关键词：“东方文化丛书·总序”　《新汉文化圈》　文化交流　文

明互鉴

一

古往今来，历史前进的巨轮既是由语言、技术、发明、创造等因

素所驱动，也是由人类文化的交流所支持的。在不同的时空区域中，

人类文明的类型五花八门，由于宗教、信仰、思想、学术、贸易、经

济利益、霸权、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相互之间既有友

爱，更多的是流血冲突，甚至炮火纷飞，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人

*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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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悲歌。同为地球村的居民，无问西东，无分南北，人类应该在难以

回避的对抗中寻求共识，在客观存在的差异中实现融通。我们应该倡

导以跨文化共荣共存的心态，求同存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数十年前，北大的老校长胡适曾经在一次广播演讲《眼前世界文

化的趋向》中指出：

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通，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

大原则，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译

成白话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老

玉米现在传遍世界，难道是洋枪大炮逼我们种的么？桐油、茶叶，

传遍了世界，也不是洋枪大炮来抢去的。小的小到一朵花一个豆，

大的大到经济政治学术思想都逃不了这个文化自由选择，由流通

的大趋向。三四百年的世界交通，使各色各样的文化有个互相接

近的机会，互相接近了，才可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才可以自

由挑选、自由采用。今日的世界文化就是这样自然的形成。a

胡适的这段讲话不仅描述了异地物质品种（如老玉米、桐油、茶叶）

的流动方式，也归纳了相互交通的世界文化形成的大原则。其颇具前

瞻性的论述还印证了多年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世界各地的

交往也随之繁盛，经贸成为世贸大船难以脱钩的压舱石；千里咫尺，

旅游成为直观的面对面相遇和对话，人们彼此之间的认识和了解，也

在逐步迈向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告诫全国人民“必须胸怀天

下”，他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

积极响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

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

a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 年，第 297—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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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好的世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a习总书

记的报告高屋建瓴，从宏观的层面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在以军工

联合体为基础、以资本夺利为目的的美国，为追求和持续维系全球霸权

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今天；在美国多次破坏其昔日牵头建构的世界贸易组

织的基本原则，其企图推动逆全球化的不良倾向甚嚣尘上的当下，我

们仔细思考习总书记的报告尤其必要，也更凸显其内涵意义重大。

二

30 多年前，为了推动广大读者增加东方文化知识，加深对东方文

化的认识，响应“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

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

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套

“东方文化丛书”。季羡林（1911—2009）、周一良（1913—2001）、庞

朴（1928—2015）三位先生联名所写的“东方文化丛书”总序中，他

们开宗明义指出：“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

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诚然如此，一种文化

或文明能可持续发展，实由内因和外因双重作用，“外因中最重要的一

个就是文化交流”。如果某种文化或文明长期坚持故步自封、夜郎自

大、做井底之蛙的美梦，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古希腊罗马文化、

闪族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各自所形成的四大文化圈相互之间的

“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

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b。

a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46、63页。

b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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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总序中的简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三位学者对文化交流的深思和推

崇，这一观念也与他们的学术背景与学研经历是分不开的。1930 年 7

月 25 日，北京大学录取本科新生的榜单中，英文学系有四名新生，季

羡林先生之名赫然在列。a然而，他选择了就读清华大学，接受德语专

业四年的培养。1935 年 6 月 1 日，作为山东省立高中教员，季羡林再

获赴德交换研究生资格。留德十年，他苦读梵、巴、吐火罗文，精研

俗语佛典。毕业后，蒙陈寅恪先生推荐，在汤用彤、胡适、傅斯年等

前辈的支持下，季羡林从1946 年秋天起，结庐北大，创建东方语文学

系。1948 年春，季羡林与马坚、周一良、翁独健、王森等青年东方学

家，筹办中国东方语文学会。b从此，数十年内，他主持和引导了中国

东方语言文化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季羡林晚年完成的中英文版《吐

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c以及《蔗糖史》d和《西域佛教史》e，都

是有关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其经典性将影响深远。季先生在

《蔗糖史》（副标题为“体现在植蔗制糖上的文化交流轨迹”）的写作

中，特别注重分析文化交流的双向性特征。他主持的“东方文化集成”

丛书，由多家出版社接力出版，延续至今，刊印了200 多部东方学领

域的著作。该丛书也成为学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品牌。

周一良先生出身燕京大学，1939 年秋留学哈佛，1944 年获得博士

学位。1946 年归国后，他先后任教燕大、清华与北大。1940 年，周一

良在哈佛时写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说：“去年所习课程为日英翻译、法

文、梵文及语言史。”“今年暑假仍续读法文，开学后除续选日英翻译

及梵文外，并习希腊、拉丁及德文，故异常忙碌。”f一良先生重视学习

a　《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 2454 号，1930 年 8 月 2 日第 1 版。

b　陈明：《中国东方语文学会旧史钩沉》，《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第五十五期），第173—189页。

c　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羡林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 版 社，2010 年。 英 文 版：Ji Xianlin,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miti-Nā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d　此书有多个版本，此据季羡林《蔗糖史》，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 年。 

e　季羡林：《西域佛教史》，《季羡林全集》第十六卷，第 119—299 页。

f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十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18—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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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外语，为其从事亚洲史、梵学、日本文化史、敦煌学与佛教史等

跨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周一良全集》十卷本中就积累了他的

跨文化研究精华。

庞朴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史家、文化史家，注重探讨中国文化的核

心价值观。在《一分为三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系列著作

中a，庞朴先生揭示“一分为三”为中华智慧的精髓。他提炼的中国人

的忧乐圆融精神，恰好与文明互鉴观念是相吻合的。

2002 年，汤一介先生踵武前贤，开“东方文化丛书”之新编再

版。在《再版序言》中，他借用民国时期“学衡派”的口号“昌明国

粹、融汇新知”，提出了“以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来确立我们的文化立

场”。他批判了两种有害的文化倾向，即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

部落主义。他着重提倡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

并行而不相悖”，其中的普遍和谐观是适合世界发展的。汤先生既坚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也认同法国哲学家于连提出的“互为主

观”“互相参照”和从“他者”返观自身的思路。这些观念和思路为不

同时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共性思维的可能。

三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2021）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

文化的深入学习和精深探讨，成就卓著。他的研究体现了对中国文化

的热爱，但不拘泥于中国文人的本位主义，乃从中国、亚洲和世界的

三个跨文化的维度展开，融合语言、历史、思想、文化、宗教以及政

治、经济等知识的汇通与比较，真正体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

色。他多次到中国交流，晚年亦坚持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学传道。可惜

笔者未有福缘，错过了聆听汪德迈先生教诲的机遇。记忆中，好像只

a　庞朴：《一分为三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

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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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听过他的演讲，那是在香港大学举行的祝贺饶公的学术会议上，

但我未能趋前请益，留下无限遗憾。

1997 年，汪德迈先生的《新汉文化圈》汉译本（译者陈彦）由江

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东方文化丛书”中“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

深入研究”方面的代表作。笔者捧读《新汉文化圈》一书，受益良多，

至为感佩。该书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深入考察了以汉字为纽

带的新汉文化圈的特点。全面揭示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非我所能，期待方家的更多评述。此处仅摘录该书中一些非常值得关

注的论点，略谈感想如下：

“一般说来，无论在何种体制下，汉文化氛围于经济发展是十分

有利的。”a我觉得这一判断是比较公允的，消除了那种认为现代经济

孕育于西方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支柱的意识形态的

偏见。

新汉文化圈“都具有一种同样的经济增长活力”，其发展结构中

“包含极为类似的基本成分：强大的国家干预，农业的基础作用，与重

工业优先的体系”b。有关强大的国家干预，常被认为等同于集权模式，

甚至独裁体制，常常受到欧美学者或媒体的批评。而实际上，一方

面，西方国家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同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国家干

预，甚至跨国对外的长臂管辖。比如，美国长期以来动不动就以国家

安全为名，动用政治、经济、外交、金融、军事等全方位的国家力量，

打压他国的科技进步或经济发展。且不说美国近年越来越变本加厉的

对中国打压，即便是对付起各地的盟友来也毫不手软。1985 年签订的

“广场协议”、2022 年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哪一种不是基于强大的

国家干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相当的合

理性，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对外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因

此，面对擅长话术操作的西方叙事，实在有必要冷静思考，有自己的

a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 36—37 页。

b　同上书，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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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不必随之起舞。

汪德迈先生的书中指出：“中国经济目前在加快速度，并可望在最

近的 30 年中大大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估计，需

要历史来确认。”a很显然，从这 30 年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汪德迈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他的这一远见卓识的预估不是对

中国的盲目吹捧，而是基于对新汉文化圈的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了

系统深入的分析。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努力的

结果，也得益于与世界各地经济的广泛交流，是在交流中共赢的结果。

我们不能以汪德迈先生的话为依据骄傲自满，而应该更加谨慎谦和。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做法，我们要有所

反思，实事求是，以求可持续的绿色发展。

汪德迈先生对汉字的作用有极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汉字的

普及来自另外世界的知识的雄厚力量”，“汉字因袭着传统思想的重

负，在稳定精神、保持过去的连续性的同时，还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

对西方文化的适应”。b 这些观点一方面认同汉字对维持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明汉字在近现代以来与西方文化交汇过程

中所起到的作用。很显然，面对未来，汉字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若

从新技术的角度来看，汪德迈先生的这些看法无疑也是很有前瞻性

的。1980 年代，北京大学王选教授主持的方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

一项重大的发明，是基于汉字文化的自主创新的典型。这一技术给传

统的汉字预付了新时代强悍的生命力。在电子时代，汉字的新生与便

捷，完全不输于拼音文字的使用。回想 1950 年代前后学界出现的废

除汉字的一些呼声，以及韩国主动废除汉字的使用，不能不令人感慨

万端。

汪德迈先生还归纳了与儒教有关的原则，包括“教育的重要

性”“群体主义原则”。群体主义原则“给工业社会结构注入了一种性

a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 73 页。

b　同上书，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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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迥异的精神”，礼治主义与法制主义的融合，国家功能主义的作用

等。他的这些归纳深化了对儒教的理解，摆脱了对儒教“过于腐朽”

的标签化认识。对于儒藏经典和儒家思想在新时代的角色、地位和作

用，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我们确实需要从学理的深度，从历史的维度，

从未来的展望等层面，以“中道”的心态探讨之，来寻求共识，而不

是随意地美化或者恶意地丑化。

汪德迈先生指出，“中国的发展正变得越来越独特。这一独特性

正是根植于两千多年来群体主义熏陶下的社会心态，根植于与西方

法律个人主义相比毫不逊色的高度发展的礼治主义”a。他认为，经济

发展的协同作用和文化的一致性（即共通的汉字、共有的浸透了儒

家传统的社会形式、宏观层面的思想相关性），促使新汉文化圈在 21

世纪新时代崛起。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考察。这一考

察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也很有醍醐灌顶的作用，有利于跳出欧美中

心论的“牢笼”和禁锢。他所说的“西方不久应该意识到，文化一

词不仅在人类学的语言中，而且在其他学科中也是复数的” b，显示了

西方之外的文化也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文化冲突论”是大国竞争

所需的话术和产物，而消除冲突的前提是加强交流、理解和相互的

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

念。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觉得以“中国式

现代化”概念作为考察视角，或许能深入体悟到汪德迈先生的《新汉

文化圈》一书的更多涵义。

今天我们重读“东方文化丛书”总序和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

生的《新汉文化圈》，不仅是吸收前辈们的学术智慧，更要继承前辈们

a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 298 页。

b　同上书，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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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胸襟、平实的学风和超越的视野。我们要立足脚下的土地，放

眼宇宙，体认全球文化。透过我们的现实努力，让更多的人明白，文

明差异不等于文化冲突，文明之间的歧见也可以被包容与共利所超越。

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必将为全球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机遇，“一起向

未来”才是我们的永恒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