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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举行

日期： 2015-12-30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

2015年12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办的“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

采薇阁召开。位于采薇阁地下一层的中心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2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

围绕张旭东教授的新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及相关理论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讨会上众位发言人的学术背

景涵盖了文学、哲学、政治、法律、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等各个学科，同时遍布学术、教育、新闻、出版等多个行

业，他们的讨论交流在术业有专攻的基础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吸引了其他与会师生积极参与互动。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这样一个兼具理论性与现实性、当代性与历史性的主题体现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希

冀不同学科、不同行业背景的学者从《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这本大多是“面向公众的论辩性、论证性的文字”的

著作所引出的各条线索出发，展开就中国文化政治的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学理讨论，在全球化时代对什么是文化政

治，什么是中国道路，什么是中国梦，什么是文化自觉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研讨会现场

由于涉及诸多话题，研讨会划分为上下半场，包含四个主题板块。上午的会议首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蒋晖副教

授主持，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旭东教授作开场发言。张旭东在发言中介绍了新书

的创作缘起和主要内容。这本书中的不少篇目最初是在媒体上发布的，意在面向公众讨论关于中国的问题，而其核

心可以概括为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对于“中国道路”，张旭东指出，我们现在生活一个“第三等级（市民阶级）

缔造的世界”里，同时继承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脉络，而中国梦的想象正是在这二者的叠加之下、由作为劳动者

的“第四等级”的理想、价值和集体实践提供具体的历史实质。同时，“文化政治”则指向集体性存在及其生活世

界的内在强度、自我辩护和自我变革的自觉。他希望研讨会能以这本书为契机，讨论当前中国知识界共同关心的问

题，打破沉闷，发现共识和分歧，在矛盾中寻求新的总体性。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书重点阐释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和其中的普遍意义，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也就成为了

与会学者展开讨论的第一个关节点。研讨会的第一个主题板块名为“普遍性与中国道路”。这一话题的主持人是北

京大学中文系蒋洪生副教授，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依次发言。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从人类学研究出发，关

注“文化”的界定，辨析了自在的文化与自为的文化，从“政治的自然化”问题入手，提示思考当代中国文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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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范勇鹏老师则以当前中东和欧洲局势为切入点，讨论了西方文化中

由“命运”到契约联合的转变，指出一神教及其文化并不能普遍地解决当前世界的问题，我们需要承认文化的多样

性和世界未来开放的可能性，在“重新召唤命运的出场”意义上，探讨当今世界的文化平等。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

等研究院的李放春副教授紧密围绕《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中关于“中国道路”的论述，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谈

论了当代读书人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传统和现代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之道等问题，以传统读书人心中

的“理”的概念为参照，提出了对当下中国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整体上的肯定”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困难。几

位老师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就中国政治传统进一步展开了自由讨论。

短暂茶歇之后，研讨会开启了第二个板块的讨论：文明论述的伦理意识与政治自觉。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与文

化自觉是《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书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与会学者普遍关心的话题，共有六位发言人在这一环

节中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本环节由北大中文系姜涛副教授主持。在发言中，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高度

评价《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对史连续性的重视和对“合法性危机”的理论分析，重点引入了儒家传统，分析了当

前左翼学者对待儒家的态度，通过对“社会主义文化矛盾”的分析，指出在“如何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意义上儒家

文化必须得到重视。蒋洪生副教授的发言关注张旭东教授新书中提出的“把西方内在化、把中国对象化”的观点，

重新考虑了当代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与西方的关系，指出应将西方和非西方全部“内在化”，从全球和整体上去思

考当下中国的问题。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陈颀研究员回应了张旭东书中提出的“第四等级”，指出新中国 “立宪时

刻”中包含的“工农联盟”概念与改革时代“人民”概念向“有产者”开放之间的连续性。北大中文系蒋晖副教授

近年来从事非洲问题的研究，他指出张旭东教授这本新书对于非洲的文化研究亦有所启发。从“中国道路”进入非

洲的角度入手，蒋晖在第三世界的大背景下讨论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自觉的意涵。在随后的自由讨论中，儒家传统、

第三世界、普遍性与差异性等话题成为了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张旭东教授

下半场讨论依然由两个主题板块构成，与上半场有所区别的是，话题首先回归于文学研究。第三板块的主题

为“新中国文学经验的当代性和历史性”，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出发，探讨的是新中国文化经验和文学表述

的内在历史实质、精神强度和价值基础。这一场讨论的主持人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七位学者在本场讨

论中发言。诗人西川最先开启了讨论，他从寻找可能性的角度来思考张教授书中提出的回到传统、怎么做中国人等

问题，指出任何文本的出现都有其当时性、对象性，而今天的文本所面对的就是现代性。西川还回应了上一场中蒋

晖关于第三世界的发言，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第三世界把整个世界拖下水，中国文学把世界文学拖下

水”，由此探讨了中国文化普遍性的问题。北大中文系副教授、诗人姜涛第二个发言，他回顾了“五四”以来中国

现代文化的发展，强调新文化的创造一直和国家政治处于紧密碰撞的状态，而当下文化实践、伦理改造和国家政党

政治之间的能动关系尚未被很好地创造出来。重庆大学邹羽教授的发言围绕中国梦展开，分别阐述了中国梦不是什

么，为什么要有中国梦，中国梦与美国梦的重叠这三个问题，特别强调了中国梦内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京大学

中文系吴晓东教授随后发言，关注点是《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中谈到的历史叙事的连续性和主体性问题，从最近

文学界有关“没有未来的国度”问题入手，吴晓东认为这本书中体现出了当前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尤为匮乏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张旭东教授的新作以及他在政治、文化、审

美三者关系上建立起来的阐释中国的方法。在这一板块的自由交流环节，邹羽老师提出“中国文化的普遍性是不可

置疑的”，引发了与会师生的热烈讨论。

研讨会的最后一个议题是“人民共和国根基的再确认”。《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的一大主题是有关中国认

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价值的思考和讨论，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对人民共和国历史起源和价值根基的再

思考、再确认显得尤为重要。本场主持人为潘蛟教授，发言人共有六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首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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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从如何理解五星红旗的含义谈起，赞同张旭东书中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同时指出对于中国道路的

许多问题，学者不应成为庸俗的辩护士。北大法学院章永乐教授则从宪法和劳动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思想

界的“符号之争”，批评了某些“法律人”所持的狭隘的“财产”观念，指出它无法解释当下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

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教授侧重在后冷战的思想语境中谈论人民共和国的根基，指出冷战的结

束使整个国际政治中的资本主义文明失去了道德制约，而中国在这一阶段确实出现了以“名实张力”为特征的文化

上、制度上的变化。北大哲学系杨立华教授接着发言，直言当今中国文化面临“末日之战”和“真理之争”，必须

在“捍卫什么”还是“投降算了”的选择中思考普遍性、根源等问题，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日新”和“生

生”概念相较历史目的论观念的优越性。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最后发言，他较为系统地回应了张旭东书中有

关主权、国家、人民、劳动、价值生产等概念的论述，提出近年来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显示出中国真正进入了世界，

成为普遍主义的中国，而张旭东这本书回应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转变，阐释的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精神动力。

四个板块20余位发言人的独立发言结束之后，张旭东教授和与会学者进行了最后的总结讨论。在讨论中，他再

次强调，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具有明确、具体的含义，即：政治即特定生活世界的文化强度，文

化即特定生活世界的政治强度。由此他也给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有关普遍性的定义：普遍性即特殊性的文化政治强

度。在回应环节中他提出重新审视文化政治与阶级政治的关系。同时，他也从共产党“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想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提法出发，阐释了中国梦和“美国梦”历史实质性和历史具体性上的差别。最后他指

出，这次讨论特别邀请儒家学者，他们的积极参与不但提醒当今学界重新注意儒家传统，也要求我们把传统放在具

体的社会思想框架中来看待。

傍晚时分，“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会议中学者们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

交流，也提出了众多值得当下知识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张旭东教授在《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的序言中说：“进

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已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性历史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前沿与核心地

带。”诚哉斯言！本次会议正是中国学者在这个前沿与核心地带所做出的理论与思想上的探索和努力。

编辑：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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