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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走向何方  

      评思竹《巴别塔之后——雷蒙•潘尼卡回应时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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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类正处于第一轴心时代向第二轴心时代的转化之中。我们关于自我、社会、世界、价值

和真理等观念都面临新的挑战。不少思想家从各自的领域做出相应的回应，在诸多的回应中，

像潘尼卡、库比特等人的回应最具有整体性。 

     思竹将潘尼卡的思想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的课题，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

果。在过去五、六年中，她和我一直在翻译潘尼卡的著作，并已经有五部著作翻译出版，所以

她的研究是基于对潘尼卡思想的深度了解的，对于他的思想的阐述是有文本依据的。 

     思竹在通读潘尼卡的许多论著基础上，选择三个核心范畴将他的重要思想做一梳理：多元

论、对话和文化间哲学。之所以选择这三个范畴，是因为思竹把潘尼卡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的整体回应作为她研究的关切点。 

     思竹指出，潘尼卡深切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具有多元论性质，在现代性背景下，我

们从外在到内在都要面对由诸传统的相遇引发的“多元论挑战”。根据他的理解，多元论在我

们这个时代首先表现为生存论上的挑战：分离已不可能，统一也不能令人信服。我们的多元论

困境已向我们表明，存在“大于”思想，每一种思想或者理论都必定来自某一个特定的传统和

语言系统，无法覆盖整个存在，多元论已构成一个形而上学的挑战，西方两千多年来的思想与

存在的同一论将遭到彻底的颠覆。 

     多元论揭示了理性的限制，它作为一个选择方案排除智性在人的行动中的垄断，重新发现

和唤起人身上的其他维度。潘尼卡给出了一种更具有整体性的、既不以理性简单化约实在也不

放弃理性理解的“宇宙信心”，认为基于这种信心我们可以走向“不和谐的和谐”，既不害怕

或排斥他者，也不急于草率地合并或调和，而是在实际中以整体人的生存与他者相遇。 在此基

础上，潘尼卡提出以“对话的对话”去贯彻多元论的实践。“对话的对话”与“辩证的对话”

不同，后者主要是根据对实在的辩证理解展开对话，对话者以理性为最高法则参与对话，目的

是要彼此达成一种唯一正确的理解。潘尼卡认为“辩证的对话”在文化相遇中并不合适。因此

他要以“对话的对话”来限制、弥补和超越“辩证的对话”。对话的对话是一种更为整体的、

深层的宗教、文化相遇的方法，介入者不只是理性的、历史的人，也是作为整体的、兼具历史

和超历史维度的人。 

     多元论和对话最后都必须在各个文化内部以及它们的关系之中得以落实，为此潘尼卡提出

了“文化间哲学”。这种哲学既不主张单一文化一统天下，也不主张各个文化的简单并存，它

是一条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道。为了理解特定哲学之间的统一性，同时也是为了特定哲学之间的

相互丰富，这样一种文化间哲学显得尤为重要。思竹指出，文化间哲学是建立在对诸文化的特

定哲学的内部理解和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潘尼卡已在方法上提出走向文化间哲学的第一步，即

寻求文化间的形式相似的等价物。通过寻找这种等价物可以理解另一文化传统，最终在整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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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传统的理解之基础上形成一种既内在又超越的跨文化哲学观念。 

     思竹将多元论作为解释的进路，对话作为实践的进路，而文化间哲学作为方法论进路，这

样把潘尼卡对时代的挑战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具有内在的演绎逻辑，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诠释上也具有创造性。最后，思竹对潘尼卡回应时代挑战的方案进行了反思，通过和尼特、

林贝克和库比特的回应进行了比较，看清了潘尼卡回应方案中存在的难题。  

    至于该书的缺点，我觉得有两点：第一，有些句子过于西化；第二，在对潘尼卡的批评方

面，不是没有，但缺乏独立批评的章节。不过，她继续研究潘尼卡的思想，我相信她还可以在

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学术进展。  

     (作者:王志成 单位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免责声明： 

   本网转载内容均注明出处，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真实性。 

 ::相关信息::

·我们的文化走向何方

·中国宗教政策系统研究的新成果

·提升信仰 开拓未来

·“参同学”创建的重大意义

·但教群迷登觉岸 敢辞微命入炉汤 

·回到生活本身

·宗教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力作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兴衰沉浮的历史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去留无意 宠辱不惊

·喜看新花又一枝

网站简介 - 联系方式- 招聘信息 - 作者投稿 - 意见反馈 - 相关法律 - 广告服务 - 发行中心 - 相关网站 

Copyright2006 Chinareligion.c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本站网络实名：中国宗教网

业务咨询：010-64005092;84024158  传真：010-64005092  邮箱：chinareligion@126.com

网站主办:中国宗教杂志社    宗教文化出版社      京ICP备05002133

单位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邮编:1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