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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多样 共创和谐

──“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扫描

发布日期：2006-12-12  作者：牛锐

【打印文章】

      11月24日至26日，由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2008）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山大学等单位主办，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承办的“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位专家学者

与会。 

  

      此次大会是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2008）世界大会在中国召开前夕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中期会议。针对当今世界经

济全球化浪潮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影响，大会围绕“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的主题，探讨如何进一步保护和发展人类文化多样

性，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在为期3天的研讨中，与会学者就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遗产保护、全球化与文明对话、都市中的多元文化、民

族文化与社会发展、社会性别研究、民族服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移民、影视人类学研讨和展

播等9大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展示了当前文化多样性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会议一致通过了《多元文化与和谐世界·广

州宣言》。 

  

      从青藏高原到珠江、闽江流域，从天山南北到台湾海峡，从东亚岛国到欧洲大陆，各组的讨论可谓包罗万象。与会学者认为，文

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在今天，文化的多样性正受到严峻的考验，面临着被碎片化甚至被消解的危险。每个民族的文

化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各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适应自然的文化体系，是在适应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发

展的文化财富，是千百年来历史和经验的结晶。保护民族文化，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在讨论中，学者们既充分表现出对文化多样性和文

化多样性保护的关心，也充分表达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决心。同时，大家也认识到，在更新文化的过程中推进文化发

展，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扬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文化多样性的作用，还任重道远。 

  

      会议期间，社会性别研究、民族服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人类学研讨和展播3个专题组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中国女性民

族学人类学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者为摆脱少数民族女性研究的孤立状态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把民族服饰研究作为一门应

用科学加以实践，把传统文化演绎为时尚，把民族服饰工艺中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实践使人们耳目一新；影视人类学影像作品

的展映，再次体现出民族志的影像写作仍然是影视人类学的传统优势，民族志影像奖全部颁给年轻学子，也展示出人类学研究薪火相承

的喜人前景。 

  

      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2008）世界大会常务副主席、原国家民委副主任周明甫在致辞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

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人类文化的烙印。任何一个国家，历史的变革，社会的进步也从未离开过文化的引导与推

动，我们主张，在承认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建设一个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居而不等，持久发展，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维

护社会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坚持平等对话和交流，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

异中，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这不仅是与会者的共同心声，也是包含多样文化的世界的呼声。  

 

多元文化与和谐世界·广州宣言  

      在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受到各种因素的威胁。如何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世界各国

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人类为适应不同的环境，创造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文化多样性



 

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正是因为文化的多样性，使人类能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各自的文化能够保持活力。 

  

      文化多元共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产生稳定性。单一性导致极

端性，多样性产生包容性。单一性容易导致文化中心主义，多样性有利于弘扬文化相对论。我们应该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文化多

样性，全力维护和发展人类的文化多样性。 

  

      文化多元共存是人类创造活力的需要。各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多样性是交

流、创新和创作的源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之一。离开了多元文化的发展，我们将面对一个思想日益枯竭、创意日益平庸、生活日益单

调的世界。  

  

      和谐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的目标，构建和谐世界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文化多元共存是和谐世界构建的需要。和谐世界，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世界是文化互补而不是文化趋同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对维持世界和谐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

平衡那样重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实现世界和平、安全、发展、共赢、和谐的最佳保障之一。 

  

      我们认为，尊重多元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多元文化应该是共享的多元文化。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必然

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各民族的文化应当在相互交流中保护自己的特色，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全人类理应携起手来，坚持文化多元的理念，继承和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学者 

         200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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