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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全球化催变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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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

特征。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人类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

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

化既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和“资本主义化”，它是一种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害怕与否，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唯有深入研

究全球化的规律，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掌握全球化的主动权。 

  ●全球化正改变着我们思维赖以参照的坐标系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

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

深刻的冲击。换言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学术现象，正在重

塑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学术研究，改变我们的思维所赖以参照的坐标系，要求我们同时具有民族

性和全球性的双向思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中国

学术，并使之走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魅力和实力。 

  长期以来，建立在领土疆界之上的民族国家一直是我们进行思考和分析的基本依托和主要

坐标，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无情地撼动民族国家的传统疆域。毫无疑问，在可见的将来，民族国

家仍将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将是基本的政治身份标识。但是，必须清楚

地看到，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受到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全球化是一种穿越国界的过程，全球性

是人类对民族性的一种超越。它既要求我们进行民族的思考，也要求我们学会全球的分析。民

族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坐标，但全球社会也同样应当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 

  因此，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既使文化建

设和学术研究扎根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同时又不背离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普遍原理。立足

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必然

具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我们的学术研究应当在立足中国

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应当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认识到，中国的学术智慧是全人类学术智慧的重要内容。 

  ●全球化要求我们特别重视前瞻性思维和理论创新 

  习惯于背逆性思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言必称三王，行必提

尧舜，理想的时代必定在古代。即使欲对传统有所突破，也要“托古改制”。带着沉重的怀古

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一看到或听到新的观点和理论，往往不是冷静的分析，而是根据既定

的标准进行指摘和抵触，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定式。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超

越，无情地摧毁了过去的各种理想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过去的和现存的每一种社会生活模式

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它迫使人们进行前瞻性的思考，把理想模式建立在未来，而不再是过

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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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 

  全球化要求我们在进行纵向思维的同时，特别重视横向的比较思维。纵向思维使我们能够

学习历史的经验，但片面的纵向思维容易把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历史经验中，总是拿自己过去的

经验与现实进行比较，觉得自己现在是如何之好或如何之坏，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对现实的

虚假满足或极度憎恶，不是夜郎自大，就是自暴自弃。前者使人看不到自己与别人事实上存在

的差距，后者则使人看不到自己身上具有的优势和长处。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

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跨国性，它迫使人们更多地进行横向的思维，即跳出自己狭隘的历史经验，

将自己的经验与别人的经验加以比较，虚心向其他先进者学习，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既不夜

郎自大，沾沾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又不妄自菲薄，看到与先进者的差距而垂头丧气。 

  ●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 

  简单的两分法思维方式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其特征是把两种事物截然地对

立起来，似乎有你无我，有我无他。首先不问观点是否正确，事物本身是否对人民有益，而是

一上来就问姓“资”还是姓“社”，姓“中”还是姓“西”，是“马”还是“非马”。全球化

既不是单纯的同质化，也不是简单的碎裂化，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

化；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民族化，又是世界化；既是分散，又是整合。全球化是一

种真正的“对立统一”，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取其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既不符合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更会对现实带来灾难性的

后果。 

  全球化正在摧毁目的论和宿命论的现实基础，要求我们进行过程性的思维。一切宗教和神

学的哲学基础都是目的论和宿命论，它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假定一切事物、一切行动都有其终极

目的，人们无法超越预先设定的最终目的。一切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归根结蒂也是由这种宿命

论和目的论派生出来的，它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时

期的静止不变。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必须对外部世界开放，否

则就是自取灭亡。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它迫使

民族国家不断地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进行创新，使改革和创新也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 

  总之，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学

术。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

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正如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不等于“东方化”一样。我们

正在全力振兴中华文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复兴。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迎接全球化

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更加积极地进行文化创新，更加充分地吸取人类文明一切合理的成果。这

是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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