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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4) 
 

——汪涌豪教授在圣彼得堡“金砖四国：稳健的进程”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 
 
 
 

    点评 当前世界经济衰退中中国文化思想的任务与选择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5月中旬，有幸与汪涌豪等复旦的三位教授一起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办的一个“金砖四国”经济

发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圣彼得堡著名的斯莫尔尼宫的白色大理石的会议厅中，就在1917年11月7

日列宁发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告俄国公民书的同一个讲台上，汪教授发表了他这篇热情洋溢的文化

讲演。 

  这篇讲演从全球化的大背景谈多元文化的沿存、冲突与融合，由此所提出的许多见解，都是非常

深刻和发人深思的。尤其是讲演中提出的，全球化应该是多元模式和不同文化的“多边互镜”与“视野交

融”，以此来催生一种全球“知识共同体”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这篇讲演谈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当代困惑和迷思，并盘查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在哪些方面

能“积极融入”这种人类“知识共同体”并在其中“播化”（diffusion）的可能性。这些均为这篇宏论的价值

之所在。 

  这里只想补充一点：2007年以来，世界各国均陷入了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

和经济危机之中，各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体制中多年来潜含和积累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和爆发出来。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格局中，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都已不再是完全孤立和

完全自个儿的了。 

  就此而论，在认识并试图解决21世纪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问题时，从世界各国的文化

遗产禀赋中“发掘”并以求“贡献”各自的积极因素，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且可能是必然的。 

  然而，对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社会来说，国人当下亟需关注的，与其说是盘点我们能向全球“文化

知识共同体”注入什么，播化什么，贡献什么，毋宁说仍然是要探究中国社会当下和未来的制度变迁

的文化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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