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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汪德迈《新汉文化圈》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

世界正在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也引起一种思考：中国式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提

出的一系列创新思维和开放战略的全球意义。当今全球化不可逆与保

护多元文化不可违是一对矛盾，区域社会动荡与区域力量集结也成为

一对矛盾，它们正在影响世界的格局与人类的命运。当此之际，加强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述与对中国经验的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 的著作大全《汪德迈全集》，以其七十余年的研究与写

作，展示了法国汉学系统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最新进程。其中近期出

版的经典著作《新汉文化圈》，是汪德迈三十年前对备受关注的亚太地

区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精辟研究，对今天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可资

参考的理论意见。2022 年 12 月 18 日，“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新汉文化

圈》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巴黎、根特三地线上召开，会议由中

国文化书院、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中法合办

《跨文化对话》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京大学、

青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国和比利时

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中欧博士研究生，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的会员学者，

共 50 余人参加。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先生与会。中国文化书院跨

文化研究分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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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学院院长陈明教授主持会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高级编审、《汪德迈全集》责任编辑郭银星

博士介绍了十四五规划项目《汪德迈全集》的出版价值与工作进展。

《汪德迈全集》，包括《新汉文化圈》，反映了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从跨

文化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思想当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展现了

西方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关注。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东方学系主任、特级教授金丝燕强调汪德迈

《新汉文化圈》在今天的意义时谈到，汪德迈在日本写作《新汉文化

圈》，以长时间、大框架为研究维度，吸收法国的历史学、中国的文字

学、日本的资料学、法国的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式的现代化，特别

重视儒家思想的传承、兼容与自我更新的作用。汪德迈预言： “从文化

上看，一种与西方相媲美的文明将伴随着新汉文化圈的出现屹立于世，

它将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成就上与西方鼎足而立，但所依据的价值体

系、社会意识、世界观念则独具特点。与300 年来西方独尊地位所创

造的神话相反，发达与西化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致。汉文化也许是

世界上最难渗入的非西方文化，我们对此并无充分准备，而且，从汉

文化世界而来的接近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忘记了还需要努力开辟通向

他们的道路。”他认为，汉文化圈的实力将必不可免地导致整个世界引

力中心的转移，这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特殊的意义。因此，

“必须行动起来。明天将不再是不发达的第三世界，而是一个发达的第

三世界；后天也许就是世界的一半成了非西方的。仅仅作某种对话姿

态是不够的，必须进行真正的对话”。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侧重论述法国汉学传统与

汪德迈中国学思想的关系。他提出，20 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发现年代从南北朝到北宋时期的数万卷写卷及各类文物，是近代中国

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些写卷和文物中很重要且数量也很大的一部分，

被法国伯希和带回法国，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今天最重要的特藏之一。

伯希和回到法国后，自己为这些写卷编过目录。伯希和目录是了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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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写卷的最重要的基础。目录中汉文写卷的第一号，即 P. 2001 号，抄

写的是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伯希和把这份写卷排在他的目

录的第一位置，就是出自法国东方学研究传统的训练。他的师辈沙畹，

还有汪德迈的老师戴密微等，都是法国汉学史上最重要的汉学家，他

们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做出了历史贡献。了解各国学术传统，增进彼

此沟通，是文明互鉴的必经之途，这有助于对世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和中国现代化改革的成就。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讨论季羡林先生的大东方

学观与汪德迈《新汉文化圈》的联系。他谈到，在 30 多年前，在《新

汉文化圈》中文版的初版问世后，季羡林、周一良、庞朴联名所写的

《东方文化丛书·总序》开宗明义指出，“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

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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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汉文化圈》，不仅是吸收前辈的学

术智慧，更要继承前辈的宽阔的胸襟和超越的视野。我们要通过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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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巨轮既是语言、技术、发明、

创造等因素所驱动，也由人类文化交流所支持。我们倡导以跨文化共

荣共存的心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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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原主任暨青海师范大学文学

院特聘院长李国英教授认为，汉字是国际性的文字，汪德迈在《新汉

文化圈》中反复强调汉字的作用。 汉字除了在它的发源地中国使用外，

还传播到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成为东亚地区

唯一的一种通用文字，汉文成为东亚各国官方规范的书面语言，由日

本、韩国等国作者写作的汉文文献是汉文典籍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遗产。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伴着东亚

各国语言文字民族化的进程，汉字早已不再是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

但汉字及其负载的文化成了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基因，融入了东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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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血脉，这种文化还成为了东亚经济腾飞的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正荣教授认为，汪德迈先生

的学术研究目标是高远的，又是务实的；研究方法是法式的，又是跨

文化的。历史以来，在东西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谷壑，如果身处一侧，

仅凭遥望，仅仅站在自己的文化一端看对方，不免会生出臆断当今世

界在全球化，但是，东西之间谷壑的跨越还十分艰巨。汪德迈现在跨

越东西谷壑，亲临中国，面向西方，大声说出“中国教给我们什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的《汪德迈全集》显示了一个法国大智者

跨越东西文化谷壑的勇气、勤奋、坚定、行动以及这样的学术品格和

学术追求所获得的巨大成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主任史阳副教授提出，汪德迈的

《新汉文化圈》研究也涉及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有助于我们跨越不同文

化的疆域，深入到多元文化中了解其精神信仰、社会结构和物质生活，

了解其历史文化在现代变迁中的作用。菲律宾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的

影响，也受到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多个文化圈的影响，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今天具有鲜明本土性、地方

性特征的文化形态。菲律宾各民族创造了英雄史诗百余部，是跨文化

研究的对象，可由此洞察菲律宾各民族的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

伦理道德和精神创造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远讨论了《新汉文化

圈》中谈到的中印文化圈。她提出，古汉文化圈与古印度文化圈既各

具特色，又遥相呼应。在诸文化圈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

举足轻重，印度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古印度文化圈一度以佛教征服世

界，也曾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古印度文化圈为新汉文化圈的重建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新汉文化圈也曾裨益印度，让梵文三藏在汉文

三藏中重生，让印度历史从汉文史料中再现。汉文化圈容纳了古代印

度，这对了解当代东亚国家的聚合力也有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提出，《新汉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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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化”与“传统”是一对联系十分密切的概念。汪德迈早在20

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即汉文化圈生命力很强是因为拥有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文”的文化，而不

是“武”文化或“商”文化。儒学思想在其中起到支配作用。儒学思

想所衍生的儒政、儒文、儒武、儒商观念，在中国与周边亚太地区各

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外交和教育中长期渗透，形成区域社会认同。

汪德迈提出，一些西方著作批评儒学阻碍了经济增长，是因为他们看

到的是中国经济的表层，他们不了解汉文化圈的深层儒学整体性。虽

然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商”的文化，但中国儒家重视非物质文化的思

想传统，能把“商”的发展放在可控制的和谐社会关系之内和互相尊

重的伦理道德约束之内，这就使中国和周边亚太国家的经济概念与西

方的经济概念有本质上的不同。汪德迈批评美国官方统计对亚太经济

持双标态度，给西方造成了误解。他认为，站在当代立场看汉文化圈，

文化与经济并不矛盾，20 世纪 70—90 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证明。

汪德迈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成就充分肯定，反复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对人类社会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可参考的

经验。 

比利时根特大学巴得胜（Bart Dessein） 教授认为，全球化中的问

题要从跨文化中找出办法解决。汪德迈在《新汉文化圈》和《中国教

给我们什么》等著作中都提到，中国自先秦起就有很多概念与“和谐”

的概念有关。汪德迈还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不能离开汉字，汉字

的思想可以溯源至甲骨文，甲骨文就是讲社会治理的。社会治理就是

梳理社会秩序。儒家还讲社会安全，讲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要统一安排。

全球化的社会也应该重新看待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秩序。汪德迈是一

位非常好的汉学家，他熟读中文典籍，掌握汉字精髓，领悟中国文化

的“文心”，他的研究对欧洲读者很有说服力。他提出的很多研究观点

与方法值得我们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教授指出，汪德迈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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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有很多启示，当前中国跨文化学需要处

理以下方面问题：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点上重新总结百余年来

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跨文化汇通历程，二是着力发掘中国数千

年历史上的跨文化汇通经验及其遗产，三是参酌国外跨文化汇通及跨

文化学中的优秀成果，四是关键是从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

新需要出发，提出并探讨当前需要处理的跨文化学课题，特别是其中

的跨文化学的中国品格问题。今天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我者与外

来他者之间的长期涵濡的产物。由此考察跨文化学的中国品格，意味

着中国式跨文化学早已形成一种传统：我者习惯于在与他者的接触中

逐步浸润和吸纳其优质成分而自我更生，跨文化学的中国品格则集中

体现为我他涵濡，其要点包括以他存我、以他观我、以他利我、借他

更生、我他异和等。在当前，更应当重视的是增强自我主见。应当像

鲁迅说的那样去“挣得地位”。

与会中外学者纷纷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研究是一个大题目，

还要继续加强研究，第二期国际研讨会将在近期召开。

在本会之前，举行了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的成立仪式。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先生主持仪式并讲话，他说：“八十年代中国

文化书院创院名誉院长冯友兰提出‘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

化走向中国’，中国文化书院树起一面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旗帜。这面

旗帜本身蕴含了文化理解中的跨文化因子，所以我们在今天建立的第

一个分支机构就是跨文化研究分院。” 

汪德迈先生曾于20 世纪 90 年代应中国文化书院的邀请到北京大学

讲学，与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和我国跨文化研究事业的

开拓者乐黛云教授夫妇结下学术友谊。汤一介先生两度为《新汉文化

圈》撰写《后记》，谈到“古老的汉文化是否还能适应我们今天重振中

华，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它究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还是一副因袭的

重担？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长期生活在汉文化诸域，并把毕生

精力献给了跨文化的研究。《新汉文化圈》一书，便是其生活体验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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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心得的浓缩”。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乐黛云先生发来视频致辞：“祝贺

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成立！祝跨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化书院的

事业行稳致远！”

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始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藏》副

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发来致辞：“中国文化书院是最早开

展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单位之一，书院成立跨文化研究分院意义重大，

我相信在众多单位的合作下，一定会使我国跨文化研究更上一层楼，

衷心祝愿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越办越好！”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苑天舒，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分别做了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