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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

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

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中外嘉宾认

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

究的重要意义，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

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本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以“全球视野下的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就是要把中

华文明放到全球视域中考察，把中国式现代

化放到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探讨，为不同文

明的传承、发展、创新提供新思路新启迪，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

既是寻根问道之学，也是经
世致用之学

中国学既是寻根问道之学，也是经世致

用之学。从历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主题来

看，前四届的主题聚焦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

“和”理念，探讨中国文化在促进世界和平中

的作用；从第五届开始，主题则更加聚焦当

代中国的实践，阐释中国道路对全球共同发

展的意义。此次大会的主题为“全球视野下

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从尊重文明多样

性、应对全球挑战、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

角来探讨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世界意

义。这些都表明，这场学术盛会不仅仅是一

次知识性的追求，更是一座连接文化、促进

合作、推动世界更加和谐的桥梁。

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今世界的联系日

益紧密，‘指南针’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接

受不同的思想和观点，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

办法将变得至关重要。”论坛上，从兼容并

蓄、和合共生的中华文明中寻找全球性问题

的解决之道，成为学者们的关切。

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

施寒微就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兼收并

蓄，将多种文化融会贯通，发展出了和平解

决冲突的策略。他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

教传播为例，探讨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

征，“中国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和模仿本土宗

教的元素，成功兼容了外来宗教，并为后世

树立了典范。”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国

家之一，中国在哲学、技术、艺术和医学等各

个领域的发展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记。无论是孔子、老子学说盛行的先秦时

期，还是之后的历代王朝，中国的发展充满

变革，但其注重和谐、道德和智慧的核心价

值观却始终未曾改变。此外，中国文化还强

调尊重权威、中庸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拉

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历史

学家乔塞特 ·阿特曼 ·波旁这样说。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姜义华也指出，

中华文明一贯以人、人类、人类社会为本位，

而不是以超越人间的神明世界为本位，也不

是以和人的存在毫无联系的物的世界为本

位。而《周易 · 贲卦》所说“刚柔交错，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是中华文明

这一历史原创性最为经典的概括。“正是中

华文明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人的能

动的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历史原创性，

不仅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全体成员人心归聚、

精神相依、人心凝聚、团结奋进，而且使中华

民族和全人类命运与共，成为我们和世界各

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

柱和强大动力。”他这样说。

从“中国之学”成为文明互鉴
的“世界之学”

长期以来，中国学在西方学界作为服务

于地缘政治的“区域研究”，其问题意识和研

究范式由欧美所主导。但随着中国的经济

崛起和在全球治理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

学从“中国之学”发展成为“文明互鉴之学”，

其世界意义愈发凸显。日益多元化的世界

中国学版图，让“世界中的中国”形象越来越

立体和全面。多年前，“谭中之问”在中国学

学界所引发的“让中国学回归中国”的迫切

夙愿，也成为正在上演的现实。

“中国的回归，即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

久的连续文明体的回归，完全是一种自然的

发展。而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异常状态是过

去200年间的西方主宰。”正如2023中国学

贡献奖获得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卓越院士马凯硕在视频发言

中指出，通过分享自己的文明智慧，中国正在帮助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

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全球共同体中，特别是在西方，增进对中国

的理解，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紧迫需求”。

论坛现场，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德萨莱尼感叹：“今天中

国取得的成就令全球瞩目。越来越多国家更加关注中国，研究中国。非

洲中国学正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中国学发展值得关注的版图。”施寒

微也表示：“我们欧洲人也要开始一次长征，我们应当向中国学习，就像中

国向欧洲学习一样。”他还谈及了17世纪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国近事》，该

书将中国和欧洲并置比较，并强调欧洲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学正在逐渐走向全球化，而不再只是集中于西方的研究领域。”

牛津大学中国发展与社会研究教授雷切尔 ·墨菲认为，利用植根于西方经

验的社会科学概念来解释中国等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变革，

会造成许多局限性。就中国而言，西方社会科学忽视了与中国社会文化

特征相关的话题，譬如儒家家庭伦理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有助于

促进社会科学的变革，丰富社会科学的内涵，实现“去中心化”。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何必教授也讲述了他在教授全球汉学和中

国学发展历史这一课程中的观察：“学生们似乎非常警惕，害怕落入东方

主义将中国文化、思想、社会等体系本质化的陷阱。他们一直在努力避免

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代言。他们希望超越前辈，甚至可能希望突破当代学

术研究的知识架构。”他希望学生们能够意识到，研究中国是一个全球性

的趋势。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在大会上正式成立。

人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不断推

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

和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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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瑜

“你到书店去，看到《维梅尔的帽子》，不会猜出

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的历史，你大概会觉得是写荷兰

或欧洲的。”2023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加拿大历史

学家卜正民说，“我就是用这个‘手段’来邀请外国读

者进入中国和世界的那段历史。”

11月24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世界中

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上，因致力于中国学研究、推动

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卜正民

与韩国历史学家白永瑞、新加坡外交官和学者马凯

硕一起，荣获2023中国学贡献奖。

在全球意识下长大的一代人

要让外国读者共历中国的庞大过往，不是件容

易的事。卜正民知道，外国读者对中国的朝代兴衰、

帝王将相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千百年来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与具体情境。他因而每每以小见大，

书名都别致非常：《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塞

尔登的中国地图》等等。卜正民还曾领衔主编六卷

本《哈佛中国史》丛书，这也是一套面向西方大众的

中国历史。

卜正民大学时主修英国文学。他的家庭和中国

没有关系，朋友里也没有中国人，但因为对大乘佛教

的兴趣，他选修了一门佛教哲学课，由此更加相信

“源自亚洲的宗教和哲学传统应该与我在基督教和

欧洲传统中所接受的教育发生互动”，然后，他开始

学习中文。

“没有什么兴趣是纯粹个人的或偶发的：它们都

离不开特定的情境。就我而言，这个情境是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初，随着全球意识的兴起，战后世界秩序

的逐渐瓦解。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相信，没有任何单

一的文化传统足以应对世界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环境

挑战；一种不依赖于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新世界秩

序将会出现。”卜正民在获奖感言中说。

1975年，卜正民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做交换生，

主攻的晚明中国史恰好与他早前研读的莎士比亚处于

同一个时代。他说自己是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

世界情境开始接触明朝，进而意识到明代中国并非孤

立存在，“它是一个全球性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已如

此存在了数百年。这个认识使我走上了我的历史研究

之路：将中国置于一个更大的、超越其本身的全球框

架中。”他说，得益于自己“局外人”的身份，他没

有文化或信条的负担，而现在，“局内人们已经认可

了，我这个局外人的一些想法和见解可能有助于形成

一种对中国更客观、更普遍的认知——这不仅仅是一

种从中国自身出发、为中国自身服务的认知，而是将

中国视为世界一员的认识——毕竟，这个世界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

保持聆听的能力

白永瑞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在获奖感

言中，他自述是在反思韩国社会的过程中，对中国的革

命产生兴趣，因而开始研究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青年

的日常文化。而1992年中韩建交后，以东亚为单位的

地区性思考和实践得以可能。从那时起，他开始提倡

“东亚论述”，从东亚视角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

而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探索“东亚

共生社会之路”。他说，他研究中国，“不是旁观者的看

法，而是参与者的姿态”。

他说，各国家和地区积累至今的思想和生活经验，

都是一种资源，应当互相尊重并珍视。与此同时，大家

也需从各自的切身感受出发，批判性地探讨、最大限度

地利用这些资源，才能共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局限。

白永瑞在此提到了一种“以小成大”的态度：“成大

事者，要先做好小事。”他还谈到一种需要首先培养的

能力——聆听，深入地“聆听”对方，由此反思自己以往

的认识，进而升级自己的认识。这也关联到他在采访

中提及自己最喜欢的中国文明的特点——包容力和融

通性，他说这也是古代朝鲜文人称中国为“大国”和“上

国”的原因。他强调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

中国学，都应该互相借鉴、互相参照。

“亚洲的  世纪”

马凯硕因故未能到颁奖现场，于是录制了一段视

频发表获奖感言。他回顾了世界历史，揭示出长期以

来，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由西方

主导的时间只是过去两百年，他相信中国、印度和其他

伟大的亚洲社会都会自然而然地复兴。

“遗憾的是，西方领导人和决策者在智力和情感

上，都没有准备好接受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亚洲的

21世纪’。”马凯硕说，世界上大多数社会都与中国有

数个世纪乃至更长久的密切联系，中国文明以其深厚

的智慧深受尊敬，而今天，“通过分享自己的智慧，中国

正在帮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再次抨

击了中国威胁论的荒谬，并强调这就是全球应当更深

入了解中国的原因。

马凯硕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印度信德人后裔的贫穷

家庭，成长并工作于新加坡这个文化大熔炉。他曾在

新加坡外交部服务三十三年，两次担任新加坡驻联合

国代表。2004年起，他转身进入学界，担任李光耀公

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十三年。

马凯硕援引了已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

的话作结，这也是十年前傅高义接受这一奖项时所说

的：“在中国被认可为一个真诚致力于向西方解释中国

的人，令我深受感动。”

    中国学贡献奖 位获奖者感言中的思考

以小见大、以小成大：如何向世界解释中国

卜正民（TimothyBrook），加拿大历史学家。
1951年生，198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教于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卜正民学术视野广阔，擅长将中国置于全球
背景中，并以世界的视角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
国。作品包括《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维梅尔的帽
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塞尔登的中
国地图》等。

卜正民曾领衔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
书，并撰写了其中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近期荣休以来，他醉心于写作、音乐、徒步。

白永瑞，韩国历史学家。
1953年生，1993年获得韩国首尔大学博士

学位。先后任教于韩国翰林大学、延世大学历史
系。历任韩国现代中国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近现
代史学会会长，还曾任韩国批判性季刊《创作与
批评》主编。

著有《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研究》《东亚的回
归》《思想东亚》《在核心现场重思东亚》《社会人
文学之路》《横观东亚》《打造中国现代史》和《东
亚论述的轨迹与未来》等。

2018年正式退休后，白永瑞在湖南师范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开设特
别讲座，同时将更多精力放在从东亚视角分析中
国崛起这一全球性课题。

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新加坡外交
官和学者。

1948年生，1971—2004年服务于新加坡外
交部。2004年，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
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马凯硕有多部关于全球地缘政治及治理的著
作出版，包括《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
的信任》《新亚洲半球》《东盟奇迹》《中国的选择：中
美博弈与战略抉择》《大融合》《亚洲的21世纪》。

2019年，马凯硕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
研究院卓越院士，同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所获“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奖章”的颁奖词总结了他
的杰出成就，“一位酷爱历史与哲学的天才外交
家、一位长于思考也能启迪人心的作家”。

■本报记者 李纯一

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昨天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本版照片均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