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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 

2010年长三角人类学会议 

“生存性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  

一、       主旨  

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扩大，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同

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也提出了挑战。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一道，正

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全球资源的可持续性已经真实地摆到了世界各国政府面前，人类社会又面

的抉择— —是继续无限制地挥霍资源，超出我们生存环境的承载能力，还是开始寻求和建设绿
明，开辟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的新路？ 

全球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不单是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也是认知、思维和伦理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邓正来先生对人类社会\自然研究做出独特而具有原创性的智性努力，
绕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和各种问题，如何反思或批判既有的中西各种有关人类社

究以及这些知识研究遮蔽了什么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邓先生指出，所有“知识导向”

已陷入困境，新世界观的研究立基于横跨传统、当下、未来的超时段“生存性智慧”研究。

究有助于我们批判和否弃“社会研究”,解释西方社会理论无法解释和理解的现象（包括西方现
同时，这也是中国学者对整个世界学术的可能性贡献，是对中国人当下生命中所隐含的传统

及对未来的想象的、去西方化的独特审视。 

 “生存性智慧”概念，与知识分子最近的一些思考紧密相关，但接近于它的观念，也广泛地存在
于世界诸文化中。过去，研究这些文化的人类学家，因拘泥于进化主义、社会学主义、新康德主

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故未深入研究诸文化中接近于“生存性智慧”概念的“智慧”

国为例，在广大的民间，有社会科学家未集中研究的有知识和智慧：农民知道何时何地要休耕和

耕，“让大地母亲休息”；猎民不杀怀孕的母畜，不乱砍乱伐，“表达对神山圣灵的敬畏”

也因此保证了可行性发展。中国西南的一些民族和睦相处，发展出“牛马亲家”，一方出牛、

羊, 另一方饲养, 生下的幼畜双方共有, 利益均分，或者双方共同合伙出牛马，轮流饲养使用。

亲家”友好相处，营造了和谐的生存环境，很好地适应了当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共”、互利双赢的多样化新生态观应当指导全球化背景下的旧发展观 ；新时代中的各种智慧必

成人类及至宇宙的大智慧，来回应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超级挑战。这可能是关于“

刻”的最佳“中国表述”之一。 

“原始社会”的“生态-社会时间”，古代欧洲关于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哲学辨析，老庄“
智”的“思考”，及新近的同类思考，都值得我们重视。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从

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出发，基于推动绿色文明创新发展的学术视角，共同主办的以

人类学家为主体的“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学术讨论会。 



二、具体议题  

关于“生存性智慧”的探索，邓正来先生近期总结出以下七点看法（引自邓正来：“

智慧”与中国发展的研究论纲， 2006年7月初稿/2010年1月定稿， 未刊）： 

1.就现在所有的中外讨论而言，基本都是“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而非“智慧

（wisdom-oriented）的。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预设在根本上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知识建
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的；但是这种研究预设却在根本上无视甚或否定了

人类社会\自然的生存性本能及其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的揭示和解释。

2.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是先行价值判断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而不论其是
究，还是所谓“科学”的经验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却根本无法探及（更不用说认真审视）人

会\自然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哲学（非逻格斯意义上的哲学），也

法探及和分析那些去价值判断或去意识形态的以生存\演化为根本的“生存性智慧”。 

3.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无论是知识增量的，还是批判和反思的，全都是在知
框架内部中展开的概念或逻辑游戏；离开了知识框架，这些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我

没有一种研究是针对这种于现代性以降更加强势的知识框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4.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都是建构的,逻辑的,原则性的，甚或是意
态性的。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生存性智

慧”在时间上既上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

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
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5. “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

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它是去价
或意识形态的，但同时却是以知识和意识形态为伪装或外衣的。 

6. “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 但是它区别于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它是活生的,有效的，灵活的，或可模仿传播的；它是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学校教

识、学科、科学范式的产物；它因时空不同而不同,因地位不同而不同,因性格不同而不同,因此

品格和有效性都是具体的,受时空限制的。它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不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承
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展开。 

7，任何一种社会研究的知识在内在上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为基本限定的，在
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存在而

予以关注的。但是“生存性智慧”本身却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

以国家、社会或国际为限定的。 

本次会议将围绕邓先生所提观点展开讨论，与会者可针对以下任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1.如何看待“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研究与“智慧导向”（wisdom-oriented）研
的区别与联系？  

2.既有接近于“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观点的传统、知识与哲学面貌如何？ 

3.如何融合经验性、理论性和哲学性研究，以求对于 “生存性智慧”的深度理解与揭示？

4. 如何看待“默会知识”与多元共生之间的关系？ 

5.“生存性智慧”的普遍价值如何？ 

三、     会议安排  

1.时间：2010年6月4日报到，5日—6日开会。 

2.会议地点：复旦大学复宣酒店（国定路400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内） 

3.参会对象：会议以长三角地区的人类学者为主，另邀请相关人类学者参加。同时，欢迎
主题感兴趣的学者或研究生通过征文方式参加。 



4.其他：会议不收会务费，来往交通费、食宿费用主办单位承担。 

四、征文方式  

有意参加会议者，请围绕拟定会议主题撰写一篇论文（不少于5000字，并附中英文摘要，注

规范依据请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于2010年5月10日前将论文电子版发送给会议筹备组
主题为“生存性智慧征文”，经会议专家组评审确认后，即发给会议正式邀请函。 

主办单位将编辑出版文集，并选取部分会议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表。 

五、筹备组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