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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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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金融危机中的文化担当与发展战略 

  一个国家的文化质量决定了它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但能否甄别与消化外来文化，并创造出不失

本原的新文化，更是这种文化质量高下的标杆。 

  现在，人人都在讲金融危机。显然，这场危机已在不同程度上阻抑了“金砖四国”的发展势头。它

仅仅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吗？它的发生固然与金融资本监管的缺失、金融服务风险提示与信息披露的不

充分直接相关，但也与人欲望膨胀和人性贪婪有关。而这种膨胀与贪婪，不仅程度不同地指向了人道

德自律的丧失，更指向了人整体性的知所止限、有所敬畏的人文教养的缺失。 

  因此，我们以为，对金融危机的种种反思，断不能缺少对文化这一维度的揭示。使全球各经济体

有更稳健的出发和可持续的发展，“金砖四国”是到了该好好思考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的时候了。其实，

从眼下凯恩斯著作的热卖，亚当·斯密的重新受人关注，到美国各大高校申请修读哲学人数的明显增

加，还有马克思与孔子学说在全球的骤然流行，可以看到，人们多多少少认识到了这一点。 

  人类的先哲早就指出，文化能从它的核心处供给人信仰，这方面的著作非常丰富。今天，即使功

利地看，文化也有很大的能动作用，能对人的经济活动产生“乘数效应”，并使之在利益竞争中“不战而

屈人之兵”。惟此之故，文化发展战略已被列入当今人类十大发展战略之一，而不断创新并积极交流

输出的文化战略，又是其中最为必须和有效的一种，因为它使自己越出了固有的边界，具备与人类其

他文化的相关性。 

  对本就具有悠久灿烂文化的“金砖四国”而言，这一战略无疑是实现自己崛起梦想的重要前提。诚

如上世纪末在英国博拉顿召开的世界第18届哲学大会所一致确认的，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与历史

上通过战争崛起不同，21世纪大国的崛起，更多具有经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色彩，同时也更多具有

文化的色彩。继资源、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以后，全球竞争已进入到文化竞争的时代，于人类既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更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人们分享各个领域获得的经验，其实就是分享

各自的文化，所以对文化给予更多关注，绝不是缘木求鱼，缓不济急，它因存志在远，回报与获益必

定更大。这一点应该成为“金砖四国”坚定的共识。 

 



  一个国家的进步，说到底基于文化的进步。文化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方向，也决定着这个国家以何

种方式跻身一流，以及最终能否真的跻身一流。在西方，从法国的启蒙文明，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

德国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生产力催生出的文化运动，无不深刻地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面对自工业革

命以来全球最大的转型与变局，并不属于西方文化，或不处在西方文化中心带，国情和发展路径与西

方大相径庭的“金砖四国”要真正获得大国地位，有持久的发展，确立起建设性的文化发展战略太重要

了。特别是当其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GDP总值占世界的1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它对世界经济

的贡献率已达到50%，此时，如果它仍然只能向外输出低端产品，甚至石油、天然气或铝铁铜铀等原

材料，它在高端科技上，在精神文化上只能被型塑被规范，它就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新驱动

者”（newdriver），不可能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上，发出自己清晰而独立的声音。 

  这样讲，不是要别人以我们的模式做发展的起点，而只是说，我们不能一味追踪模仿，在亦步亦

趋中迷失了自己的终点。因为后者从来不足以造成真正的发展，它所特有的派生性命定了它即使有发

展也不能持续。今天的世界，尤其如此。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指出，西方文明中的

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主义的闭锁与孤独，它盲目的经济发展带给人道德心理的迟钝，造成了各领

域的隔绝，并限制了人的智慧能力。所有这些，在今次金融危机中无不得到空前的暴露和印证。所

以，我们需要拿出自己的眼光在观念上文化上作出理性而正确的判断。一个国家的文化质量决定了它

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但能否甄别与消化外来文化，并创造出不失本原的新文化，更是这种文化质量

高下的标杆。没有更符合人的尊严和人性光辉的文化创造，“金砖四国”未来的发展会变得非常艰难。 

  最后，请允许我以《泰晤士报》3月23号登载的本·麦金太尓《英雄所见不同》一文中的话结束这

个讲演。“（孔子的）主张自古以来都是简练有力的，如今也是一样。他关于财富如流水的名言，正

是对次贷时代的谴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中国文化在它的精神核心层面，早已对当今世界

的问题有所回应。当“金砖四国”呼吁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以期获得参与规

则制定的机会，还有与自身经济规模相适应的话语权时，我们尤其要明白，一种与自己长相伴随的文

化传统，是最不该被冷落与忘却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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