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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讲座

[ 作者 ]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 单位 ]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 摘要 ] 2007年62岁的顾彬先生是德国波恩大学的汉学系教授，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被誉为中德文化的“搬运工”。2007年3月7

日，担任山东大学客座教授的顾彬作了一场题为《对中国人去不去散步的思考》的学术报告，试图通过对去不去“散步”的解析，来对中

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和阐释。 

[ 关键词 ]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顾彬;汉学家;中西方文化;差异

       2007年62岁的顾彬先生是德国波恩大学的汉学系教授，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被誉为中德文化的“搬运工”。2007年3月7日，

担任山东大学客座教授的顾彬作了一场题为《对中国人去不去散步的思考》的学术报告，试图通过对去不去“散步”的解析，来对中西方

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和阐释。无疑，顾彬教授本人是喜欢散步的。也许是为了更直观地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整场报告他都没

有坐下，而一直站着演讲。这位头发花白、稍显瘦削但显得精力充沛的学者说：“不运动，就没有思想。”  他说：“中国人好像不喜欢

散步。欧洲人特别喜欢散步、爬山、攀登。对德国人来说，散步是一种快乐。”   在顾彬眼里，北京郊区的西山，济南的华山，都根

本算不上“山”，只能称作“坡”。然而在他看来，就是被称作“坡”的山，对不喜欢散步的中国人来说，爬上去似乎也挺有难度。  

他举例：“2003年，我在山大呆了一个星期。有一次，我和贵校的一个研究生去爬华山。那个比我小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半路就支持不住

了。”这样的例子，顾彬教授一下子举了好几个。  在报告中，他广征博引，从中国先秦谈到明清，一直谈到现在。在他看来，中国古代

文人中唯一爬过山的，只有东晋诗人谢灵运，但似乎也还不是太确定。他说：“中国文化以‘气’作为哲学基础，所以中国人都特别注重

守护好自身的‘气’。同时，中国文人还特别注重‘逍遥游’，喜欢精神性的旅游。至于散步，他们认为应该有实际目的的时候才去

做。” 顾彬教授认为，中国自宋朝以后，皇帝不喜欢军事官员，官员就不再走路，而改坐轿子。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和边境的少数民

族不再打仗，而主张用和亲的方法，与他们和平相处。这时，中国人原来的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开始了一种沉思的生活方式。唐

朝的李白进长安还一路持剑，杀了很多人，到明朝以后，中国人的世界则完全缩小到了一个花园、一颗石头、一个阶层。明朝新兴的商人

阶层对生活的态度和唐朝人截然不同，他们不走路，也不爬山，满足于一个非常小的环境，这与庄子主张“一个真人唯一的生活目的是用

思想进行一种非常自由的旅游”的思想有关。庄子认为一个真人不需要腿，不需要风，不需要气，只要有对“虚”和“无”的了解，就能

有思想，这与古希腊哲学家提倡人通过走路以获得思想是不同的。自唐以后，中国人的“坐”就不只是“坐”的意思，而是“坐禅”的意

思，因为中国有太长的历史，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从经典中找到一切。老子说：不出户而知天下。一个人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 清代

戏曲家李渔是一个与西方人有不少相似之处的中国文人，为了钱而卖自己的文艺，到处拍戏，所以他不能坐马和轿子，得自己走路。《闲

情偶记》中有一篇专门谈“行”的文章，李渔在其中和鲁迅、黑塞一样，把“走”和阶层联系了起来。他认为人有两条腿，是上帝造物时

给的，所以人应该让这两条腿动，而不应该一直坐着，或依赖马车去某个地方。1679年，李渔给《芥子园画传》写序时说，去年自己病

了，不能出门，幸亏家里有很多画，他得以在图画中散散步，享受山水。有一天，他发现屋外的风景非常美，就让一个仆人给窗户装了个

框，觉得这样自己就看到了一幅活的图画。他认为如果自己去外面看山水的话，就是对山水的破坏——这么说来，我们的亭子内部的装饰

就不是真的为了装饰其内部，而是为了帮我们增加看亭外山水时的美学感。 顾彬教授最后总结到，散步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很密切

的关系，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对散步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而中国人不去散步，不喜欢散步，都是因为受中国文化传统的

影响。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是清闲文化、文人的文化，文人都不愿突破现实和自然的限制，对一切都加以保护。而欧洲文人则喜欢破坏一

切。“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区别。” 总的来说，外国人散步走的是山路，中国人散步走的是心路；外国人走向外部世界，中国人走向内部

世界。中国文人的内心很安静，德国文人的内心则很不安。中国文人不觉得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矛盾的；德国文人却觉得身体和精神是对

立、矛盾的，感觉不到它们的一致。东西方文明在互相打量时，有许多概括是非常难下的。顾彬教授谈到的一些观点未必准确，甚至未必



正确，但他毕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为中西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对一些研究者来说，或许会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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