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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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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知识共同体”的建立与中国文化的贡献 

  全球化应该是多元模式间的相互对待与作用，跨文化也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多边互镜与视野交融，

且它的目的是催生一种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知识共同体”。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致力于本国及本地区文化的保护与推展。“金砖四国”也

同样，对文化的作用与影响给予着前所未有的重视，既注意国民经济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留心

GDP之外的幸福指数、人文发展指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龄等指标的变化。例如，印度在进入新千年之初

就出台了《知识大国的社会转型战略》。俄罗斯在一年前也确立了“2020年前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其

中特别提到要依靠俄罗斯文化特有的资源、独特的成果与传统，发展国民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等内

容。 

  转型中的中国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定位也非常重视。早在三年前，由文化部牵头，已着手进

行《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课题研究。基于中国的国门早已打开，我们早已是跨文化的存在。要更好

更快地发展，仅仅与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话远远不够，还要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对话。

如何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传扬自己的文化，

成为中国学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的主张是，如果真的承认这个地球上不同文明在价值上是同等

的，那么，面对未来，全球化就应该是多元模式间的相互对待与作用，跨文化也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多

边互镜与视野交融，且它的目的是催生一种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知识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建成

之初，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其输入输出的流量可能不尽均等，也不一定一下子就达到融会无间，但只

要我们真正取一种多元包容的态度，和谐共生、杂语共存，渐渐地它们就会融合在一处。这就给东西

方不同的文明一个机会，使它们可以为这个共同体提供各自的经验，并通过它，使自己的文化得到保

持与发扬。其间，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另一种文化绝对的评判尺度。这样行之日久，一旦纠纷产

生，冲突纷起，利益的双方都退无可退，此时，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暂时搁置争议，从对方的传统

中搜求，到各自的文化中体认，寻求在共同认可的“知识共同体”内求同存异，就有可能变“鸡同鸭

讲”为柳暗花明。也就是说，有时候，一种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能使不同的利益体认识到彼此决策的

内在动因和心理背景，从而学会易地而处、换位思考，进而有相互尊重的诚意和相忍相成的耐心。文



 

化就是这样，能以一种柔性的力量化解矛盾，消弭纷争，不仅缓释他人的猜疑与焦虑，也能帮人找到

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金砖四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各自不同的文明属性。我们都反对单极的世界与强权政治，

主张国际关系应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向更民主化的方向迈进。这是因为我们都确认，任何单向的独

断与裁制都有违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创造与多样发展的天性，不符合多元包容的文明准则。我们各自的

文化充满着这样的多元包容的优质元素，它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发扬，并善加利用。 

  在这方面，中国文化的资源尤其可称丰富。譬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推崇“和为贵”、“和

而不同”，讲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它所提倡的修己以敬，待物以恕，“躬自厚而薄责于

人”的自律意识，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都向人昭

示了一种尊重差异、崇尚谦让的宽博仁厚的文化品格。所以，前者为瑞士人胜雅律所肯定，在所著

《一个当代西方人眼中的孔子》中，他称这样的自律精神很“值得西方人学习”；后者更是早就受到伏

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推崇，或以为在法国大革命不久，其要义就被吸收到著名的人权宣言中，甚至

被写入宪法。但它在1993年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被公推为所有宗教都必须遵守并照奉的两

个黄金规则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更难能可贵的还不仅于此；中国的先哲还进一步提出，即使是己

所欲，也不应强施于人，这是中国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通过鲁国国君以自己享用的太牢美酒厚待一

只偶尔闯入的小鸟，最后致其不能适应而死的寓言告诉人们的道理。如果说，孔子说出的是一种伟大

的思想，那么庄子说出的是一种更伟大的思想。这就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交往之道。也正基于此，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酷爱和平。西方人曾经称中国是一个“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其实真正的原因非

关骄傲，而在文化。 

  至于在重新定义人类的生存状况，考虑人的生存意义与方式方面，中国文化也有许多可资启示的

深刻思想。譬如，作为后发国家，“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相对依赖资源环境，为此，各国付出了巨大

的社会成本，连带其发展的模式也频频遭到世人的质疑。当此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热点，中国自周秦以

来完备的虞衡制度和《伐崇令》、《田律》等制度法令的设计颁布，特别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天人合

一、厚德载物思想，以及所内含的非人类中心的生态意识，就可以给人以深刻的警示。这种思想与意

识同样贯穿在儒道两家的论述中，尤其是道家，近乎自然的绝对崇拜者。它主张“与天为徒”，反对物

我两分，所强调的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整体思想；主张“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反对天人相胜，所

推崇的是不以人灭天的生态和谐思想；主张“无物不可”，“不同同之之谓大”，“有万不同之谓富”，反对

偏执功利，所倡扬的是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纯白”生神，反对机事机心，所坚持的是“吾非

不知羞而不为”的生态技术思想，这些都暗含着精深的救世意味。受此影响，以后道教由“齐同万物”的

观念，发展出“三才相盗”的自然观，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各循其道，互资利用。这种思想连同“德及微

命”的观念，人欲自安当先安天地的主张，以及无烧山破石折花伤枝，凡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

覆巢，伤胎破卵，均是罪过的认识，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对自然的一贯尊重，对不能循理因势，以火

熯井、以淮灌山这类蠢事的一贯反对。 

  正是体认到这一点，上世纪以来，“世界宗教与环境联盟”与“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不止一次

地邀请中国道教协会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就生态问题展开讨论。显然，这种思想，连同《周易》、

《管子》和孟、荀等人的相关论述，完全可用为中国人构建环境伦理，滋育生态文明的精神资源。检

讨以往陈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对“金砖四国”来说，它既应该包括对过分依赖外贸出口的单一经济的反

思，也应该包括遵循先人的教导，对无节制的、特别是高能耗低效率的生产方式的摒弃。当然，这样

的思想也值得整个世界反思与记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对自然过度征服所造成的生

态灾难，多得使西方世界不得不对其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经典思想重作审视。与这种思想相比，

 



中国文化对改造自然过程中人的自律的强调，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它能在后现代的当下，拉近西方

世界与中国的距离，使他们很自然地想到自己文化中兴起的关于大地情怀和诗意栖居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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