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3 日至 5 日，由国家汉办、中国人民大学

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国内

外百余位汉学研究者与会。学者认为，此届大会

提出“新汉学”的构想和实践，将进一步推动世

界汉学研究的发展。

重心：面向当下中国

汉学被定义为中国事物之学，传统上包括语

言、历史以及文化。它“作为一个植根于中国、发

展在海外的研究领域，汉学经历过寻求风物、风情

的游记汉学阶段，寻求译介、容纳的传教士汉学阶

段，寻求学科建制的学院汉学阶段，时至今日，已

涵盖海外关于中国的全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副

校长杨慧林在介绍汉学的发展历程时如此说。此

次大会的主题为“汉学与当今世界”，旨在讨论如

何通过梳理传统汉学与当代研究的承续，推进中

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的沟通，探讨世界对中国

的阐释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意义。

我国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介绍，“新汉学”

在 2010 年左右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被提出，相较于

以往的汉学研究，“新汉学”这一概念正被广泛提

及。其中一种提法是基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对整

个亚太乃至全世界格局的改变，提出要超越“旧

汉学”只注重经史子集等研究的传统，应对当下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加以研

究，即“新汉学”。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者马丁·雅克认

为，中国是秉承着一套独特主张、关切点与价值

观的文明国家。要理解中国，必须置身中国的语

境下，而非透过西方文明的三棱镜。香港城市大

学的学者张隆溪说，在西方，汉学在很长时间里是

一个边缘学科。现在，汉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新汉学”的提出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

角度：求同或求异的多元探索

多年以来，汉学或西方中国研究由于种种原

因，有忽略中国本土学术的倾向。内地及港台学

者大多倾向于在理解中国及其历史、社会和文化

传统方面，整合汉学的知识与中国本土学术。张

隆溪认为，传统的汉学，只是从西方角度来研究

中国，而现在中国学者开始把全世界的汉学学者

请到中国，这也是一种“新汉学”研究现象。北京

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提出，不应该将从事域外

汉学研究称作“自我殖民化”。针对西方中国学

中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

使国内学术界与国外汉学界展开学术互动。中

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叶隽认为，在走向世界的

过程中，针对西方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化要有能

力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走出去。

海外学者更多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上

看问题。德国汉学家梅嘉乐教授提倡一种跨文化

研究的方法。她举例说，谭盾的音乐中有很多欧

洲乃至非洲的元素，如果你仅仅看到其中中国的

那部分，就无法充分了解他的音乐。她说即便是

中国的古典文化，其实也是融合了世界很多其他

地区的文化，所以从跨文化的角度可以理解中国古

典文化的多重方面。斯洛伐克科学院的汉学家高利

克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对话与合作的当今世界，我

们有必要遵从孔子“和而不同”的箴言。

学者们还对汉学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国家

汉办高级顾问纪宝成教授说，一两个世纪以来，

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在现代化的旗号下，科学

主义、工业主义、消费主义肆意泛滥。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要讨论不同文明的开放互动、相互借

鉴、共存共荣，来应对和解决上述共同的当代人

类难题。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呼吁更多汉学家到

孔 子 学 院 任 教，“ 振 兴 汉 学、发 展 新 时 代 的 汉

学”。据她介绍，国家汉办正在实施“孔子新汉学

计划”，将邀请国外青年汉学学者来华，通过中外

合作培养等方式支持世界汉学研究。

总体而言，在“当今世界”的背景下，汉学乃

至广义的中国研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方法的多

元、学科的会通、中外的互渗。本届大会涵纳了

比较研究、翻译研究、接受与影响研究等传统汉

学领域，也扩展到“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

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等热点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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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汉学”应面向当下面向世界
本报记者 刘 茜

反本开新：探寻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杨晓华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

精华。”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世

界影响力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中国哲学如何理解当代

中国的文化状况？如何梳理和认

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历程，

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复杂格

局中，定位自己的发展路径？日

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庆典的

重要活动之世界华人哲学家会议

在 北 京 召 开 ，来 自 全 球 各 地 的

40 多位著名华人哲学家、思想家

共聚一堂，就以上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哲学的当代挑战

在新旧交替之际，每一个积

极寻求发展道路和思想转化的民

族 都 存 在 路 径 选 择 上 的 文 化 焦

虑。冯友兰先生曾经撷取周易中

的词汇，将这种处境概括为“旧邦

新命”。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

冯 友 兰 先 生 的 提 法 可 以 转 换 为

“新命旧邦”这样一个主题，强调

更加主动地推进中国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以探求更好的思想境界。

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认为，

当代世界可能面临从 18 世纪启蒙

运动开始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

向第二次“启蒙”的后现代社会转

型。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的

深层矛盾不断引发巨大的政治、

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启蒙运动

所倡导的“理性”，已经成为片面

的“工具理性”，启蒙运动所提倡

的“个性解放”，已经成为宰制他

人的工具和放纵私欲的借口。面

对这种历史状况，人们在努力反思

和探寻新的发展的可能性。这对

于以实现民族复兴为时代主题的

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

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

地坤看来，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可

以分为 3 个历史时期，即：明末清

初，中国人开始接触以逻辑为核

心 的 理 性 思 维；清 末 民 初，比 较

注重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理论的

传 播；五 四 运 动 到 20 世 纪 40 年

代，中西哲学走向 融 合 ，中 国 哲

学走向独立创造，其最为辉煌的

成 就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中 国 的 蓬

勃发展，为新中国的产生奠定了

思想基础。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沈青

松从梳理中华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建设的路径出发，认为中国哲学探

索经历了“习取西方近代哲学与现

代性”“中国哲学复兴”“中西融合

体系的形成”3 个阶段，并在当代

条件下面临着全球化和后现代化

的挑战。

中西经典的现代诠释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

文化界出现两个思潮，一个是上

世纪 60 年代即在西方兴起的“后

现代主义”思潮；另外一个是“国

学热”。这两种思潮同时勃兴，表

明人们希冀在东西方双重文化资

源的张力中，更深刻地思考中国

文化的发展可能。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

校教授林毓生认为，发现中国人

对圣王与圣人有很深的崇拜，并以

一整套的礼仪观念进行发展与巩

固。即使在一次次对“圣王”的追寻

失败后，儒家仍然坚信“内向超越”，

希望通过教育实现人性的提升，从

而“致君于尧舜”。这种思想使得儒

家难以在现实中寻求济世杠杆，从

而陷入乌托邦的反复追求之中。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陈鼓应

对《易经》中卦象爻辞的象征意义

进行了现代的考解。他认为，透

过易经的文本，我们可以体会到

3000 多年前，先民在大地上遭遇

的困难处境和艰辛生活，这种经

历激发了他们的克服万难的能动

力，从而转祸为福，逢凶化吉，这

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

清华大学教授陈来认为荀子

的人性论意识着眼点在于国家、

政府、权威的必要性，和霍布斯对

人的自然欲望的公理性判断较为

接近。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教授甘阳认为应重新从中国哲学

的理路本身中理解中国哲学的价

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卓新

平认为，在当今世界文化语境中，

中华文明，仍然会在自我坚守和

坚持开放的张力之中，凝聚共识

经受挑战。

北 大 哲 学 系 教 授 赵 敦 华 认

为，无论是彼得拉克对古罗马修

辞学传统的恢复，还是洛伦佐·瓦

拉对经院文风的批判，还是爱拉

斯谟对经院哲学的颠覆，新兴古典

学都在传统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

口，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学

和人文学的源头活水。这一事实

表明，经典和古典学为新文本提供

思想材料，每一时代的新作在经典

传承中灌注生机和活力。

努力探究理论和实践的联结

哲学不能代替实践，但是哲

学可以努力探究理论和实践的联

结。山东大学教授谢文郁探讨了

儒家仁政的思想和实践机理，认

为 儒 家 把 社 会 情 感 的 诚 、孝 、

信、尊 等，作 为 连 接 人 际 关 系 的

基 本 纽 带 ，用 修 身 养 性 为 培 养

社 会 精 英 的 主 要 途 径 ，以 广 泛

深 入 的 礼 教 机 制 约 束 全 体 社 会

成 员 ，以 科 举 制 构 筑 政 治 领 袖

的 产 生 机 制 ，从 而 形 成 一 个 强

调 社 会 责 任 ，影 响 深 远 的 责 任

政治的仁政社会。

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蒋韬把

以赛亚·柏林和庄子的自由思想进

行了对比，他用以赛亚·柏林的积

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思想审视庄

子的自由哲学，发现庄子对两种自

由的表述都极为精辟，其消极自由

的思想更是独树一帜。“化”“游”

“忘”都表现出庄子对消极自由的

向往，但是这种过分集中在精神自

由方面，没有发展出一套探讨政治

社会生活的政治术语，没有触及现

实中的国家权力的重新建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荣提

出，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

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凝

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

含关于世界与人的知识经验，二

者同时又融合于人的现实能力。

在成就世界与成就人自身的过程

中，实践智慧连接了对世界的解

释和对世界的变革，展示了价值

关怀与理性追求的统一。

孙若风新著《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近期由中共党史出版

社出版。该书阐述了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缘起、内涵和途径，

记录了相关重大事件和典型细

节，涉及文化发展诸多突出现象

和关键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对

外文化交流与贸易、文化传承、文

化改革创新、文化队伍、文化制度

等等，在梳理党和政府文化政策的

同时，采撷来自社会、民间的文化

创造，从而展现了 21 世纪初叶中

国文化的崛起进程和风情画卷。

文化强国的提出，是文化自

觉自信的证明，是社会上下发扬

蹈厉的精神表征，更是中国全面

崛起的先声。文化复兴既是民族

复兴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复兴

的先导与前奏。因为文化强国的

提出，当代文化建设实现了具有

未来指向性的品格提升。作者将

文化强国的命题置放于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揭

示了与中国共产党性质和使命的

深刻关联：文化强国是中国人的

百年情结，是与民族复兴相联系

的精神大义。历史把复兴中华民

族和中华文化的重任赋予了中国

共产党，这个政党从来以代表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己任，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

其一贯依重文化、发展文化的逻

辑必然，又体现了在新的时代条

件和社会背景下对于文化特征和

综合功能的深刻把握。作者还认

为，为建设文化强国，中国已经做

好了准备，包括精神准备、社会准

备、理论准备和文化自身的基础

准备。作者的这些描述展示了文

化强国的历史由来和现实根基。

文化强国的目标是在贯彻

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提出的，科

学发展观必然给这个目标留下最

鲜明的印记，它决定了中国将建

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和怎样建设

文化强国。作者在书中提出，以

人民为文化主体，实现文化科学

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领域

的创造性运用，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要义。它

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醒目坐

标，决定了文化推进的性质与过

程，并赋予这种文化推进以新的

人文光辉和理性精神。作者把握

了当前文化建设的这种内在规定

性，以此作为横贯全书的主线，这

也是该书突出的新意之一。

以人民为文化主体，融合了

长期以来我们党所坚持的文艺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改革开放

后理论界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

论成果，最直接的来源则是科学

发展观所坚持的“以人为本”原

则，该书就此做了深入的分析和

论证。作者认为，在文化建设

中，人民群众不再是简单意义上

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客体，而是文

化成果的享有者、创造者，并且

不是被动享有，而是主动享有，

不只是自发创造，更是自觉创

造。把人民作为文化主体，大众

情怀进入文化建设优先考量的

价值层面，这体现了人民群众是

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与时

俱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

经济，进一步突显了宪法及相关

法律强调的公民的文化权利和责

任，从法规维度强化了人民的文

化地位。而执政为民理念的不断

深化，则把以人民为文化主体当

作天经地义的执政伦理。作者的

这些认识是有着现实针对性的。

目前在文化建设研究中存着“主

体”概念滥用、误用的现象。在公

共文化服务领域，不少学者把“以

政府为主导”引伸为“以政府为主

体”，也值得商榷。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基

本方法，文化上的科学发展，是要

统筹协调文化建设的各个重要方

面，特别是处理好重大文化关系，

实现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作者

分析了形成这种发展观所经历的由

潜而显的嬗变过程：党的十六大以

后提出“四位一体”，文化建设得以

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

协调推进；十七大又提出促进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开创

文化建设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

为实现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奠定基

础；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并且提出作为强

国的综合性目标，在加快文化发

展的同时注意到发展的质量。由

此可以看出在文化认识上有一个

清晰的演进脉络，即从重视文化

发展，到加快文化发展，再到努力

实现文化的科学发展。这是以科

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时代特征在

文化建设上的典型体现。应该

说，作者是在时代成因与文化本

因的建构上把握并揭示了当前

文化建设的思路特征和发展趋

势。

作 者 还 认 为 ，在 文 化 建 设

中，把人民作为主体和坚持科学

发展，体现了目标与途径的统

一，方向与方式的统一。在以科

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时代背景

下，人的全面发展要靠文化的科

学发展作为基础，文化的科学发

展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科

学发展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运用于文化建设更表现出独特的

辩证智慧。它对种种文化关系的

协调，特别是对一些偏颇的防范

和矫正，目的是要寻求文化的可

持续发展，从更深层次看，则是警

惕在人民大众文化利益上的价值

失衡。作者的这些见解对于在文

化建设中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

是有着启发意义的。

政策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

杠杆。作者以各类文化政策的出

台为线索构建全书的框架，串连

相关的重大事件和典型细节，并

且揭示出特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

追求。作者在政策部门工作，而

且曾有过新闻从业经历，这决定

了他观察、思考和表达的特点，但

更多还是出于他对政策作用和政

策背景重要性的认识。

气盛则言宜，心雄则声壮，

在文化强国目标支配下，该书洋

溢着卓厉奋发的气息，显示出与

这个雄视阔步的时代相接应的宏

博胸襟和泱泱气象。这使人联想

到，因为有文化强国的提出，自信

自强，昂扬向上，当成为当今中国

多样化文化生态的基调和底色。

此外，该书将纪实与阐发相结合，

力求在生动、直观的表达中有深

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这种通

俗化的努力，正是遵循“以人民为

文化主体”的体现。

该书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

的最早专著，多少带有“急就章”的

痕迹，在一些方面思考还需要深

入，表达上也没有完全达到作者所

期待的通俗化。文化强国目标提

出后，应该形成与之相应的思维、

战略乃至于话语体系，作者是想在

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但还只是开

了个头，这实际上反映了建设文

化强国开局时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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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中 国 作 家》杂 志

“ 五 个 一工程”获奖作品座谈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和李准、王兴东、

郑伯农、梁鸿鹰等作家、评论家就“五

个一工程”奖的导向作用、弘扬主旋

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等话题进行

了热烈的研讨。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十二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奖中，根

据《中国作家》刊发的剧本《飞天》、

《湖光山色》等 9 部剧本改编拍摄的

影视剧，及其刊登的《毛乌素绿色传

奇》、《我的唐山》等作品均获大奖，引

人关注。著名评论家李准、郑伯农、

范咏戈认为，“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首先必须弘扬时代主旋律，体现“导

向为魂”，并且极富活力和创新意识，

坚持艺术标准，发展多样化，尤其要

注重一些被当下文学工作者有所忽

视但实际上又很重要的文体，比如

影视剧本。《中国作家》杂志社 10 余

部作品同时获得这一奖项，体现了

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精神追求，以及

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与担当，难

能可贵，对于当下许多刊物的发展及

文艺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启示。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陈 旭 光 认 为 ，

“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展现和呈现

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境界宏大，

民生化倾向鲜明。何建明认为，提

倡关注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成为

“ 五 个 一 工 程 ”的 一 种 导 向 和 提

倡。我们都应该重视和提倡那些思

想内容好，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提升，同时又有市场，受到老

百姓欢迎的作品。

著名编剧王兴东认为，编剧只

有走进了老百姓的家门槛，才能走

入老百姓的心坎里，才能让观众走

进影院的大门槛。如果只是一味在

那儿拼凑、组装、克隆、“山寨”，连自

己都感动不了，怎么去感动别人？

作品要上去，作家要深入生活，了解

群众所思、所想、所爱。著名评论家

袁晞认为，《中国作家》恢复上世纪

80 年代的优良传统创办影视作品专

号，开创了新世纪的独特方向，促进

了许多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

和发表，也使得大量优秀的影视作

品与广大观众见面。

著名作家柳建伟认为，应该思

考传统文学形式和传播力强大的影

视艺术相结合的问题。评论家肖惊

鸿说，不但要深入作品，还要研究作

家 ，研 究 作 品 背 后 作 家 的 创 作 历

程。“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家林那北

表示，获奖是快乐的，但作家不是为

获奖而写作的，作家应该一步一步

以自己的文字向整个世界“宣誓”。

《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

吉提表示，现在文学不能简单为政

治服务，但是文学必须为国家利益

服务。《中国作家》将坚持用最优美

的中文，表现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

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

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赵氏

孤儿》是一部用西方艺术样式呈

现东方人性光芒的剧目，令人赞

叹和欣赏。其显著特色是舞台上

未见制作精美、逼真的古典式亭

台楼阁、街巷院落，仅仅一个 15 度

倾斜的巨大斜面平台、一个飘着

纱幔挂着图腾并充满写意性的公

主寝宫、一个略显简陋的茅草房

就是这部歌剧的主要舞台置景，

简洁质朴中体现了中国写意性的

传统美学特征。

歌剧《赵氏孤儿》是按照西洋

正歌剧的方式创作的三幕六场分

段式歌剧，全剧以咏叹调和宣叙调

相交替，以宣叙调代替对白，每幕

都有标志性的咏叹调和精彩的重

唱，显示了该剧连贯的音乐结构和

完整的音乐构思。编剧邹静之对

原作的故事和情节进行了必要的

剪裁和删减。三幕六场的歌剧结

构将主要情节锁定为“程婴救孤”

的过程，而对奸臣屠岸贾的残暴

狠毒，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冒死历

险、慷慨赴义的自我牺牲精神等

等表现较少，并放弃了原作中许

多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将重点

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凸显程婴善良、勇敢、机智的人格

特征。对屠岸贾、公主、程婴妻、赵

氏孤儿等人物间复杂的情感纠葛，

采用画外音的形式用对唱和重唱

加以呈现，使剧情发展的脉络和剧

中人物关系显得简洁、清晰。这种

画外音形式不仅给这些人物提供

了咏唱的空间，而且加强了整部歌

剧的音乐性。如剧中第三幕，赵氏

孤儿知道自己身份和经历之后极

其矛盾，对程婴鄙夷地唱出《你竟

然是我的父亲》之后的八重唱（程

婴、程婴妻、赵盾、公主、公孙杵臼、

屠岸贾、将军韩厥、赵氏孤儿），作

曲家极具匠心地用音乐的形式强

烈地展现了人物之间复杂、矛盾的

情感纠葛，通过这种方式将全剧情

节推向了高潮。由此可见，歌剧

《赵氏孤儿》踏踏实实地在剧本改

编 和 音 乐 创 作 上 做 了 积 极 的 努

力，在运用音乐主题贯穿手法和

展开音乐戏剧性结构方面均体现

了回归歌剧艺术本体的思维。

歌剧与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叙

事性不同，它自身并不具备直接

叙事的功能，因而需要借用多种

不同媒介进行转换，从而间接地

完成对故事情节的叙述。正是基

于此，歌剧必须以各种歌唱和音

乐的形式为媒介将文字转化为声

腔和旋律展示出来。从这个意义

上说，歌剧与中国戏曲具有相似

性。事实上，多年来《赵氏孤儿》

的故事在戏曲舞台上的常演不衰

的事实也为它在歌剧舞台上的成

功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原作

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具有明显性格

特征和不同个性的，这些形象本

身 就 包 含 着 年 龄、性 别 等 差 异。

所以，戏曲的行当（生旦净末丑）

和歌剧的人声分类（男女高音、男

女中音等等）恰好可以成为表现

类型化性格特征的媒介。歌剧版

《赵氏孤儿》中，用男中音表现忠

厚善良的程婴，用女高音表现高

贵美丽的公主，用女中音则表现

淳朴的程婴之妻，年轻的赵武用

男 高 音 表 现 就 十 分 恰 当 了 。 可

见，该剧中较好地体现了人物和

音色、唱腔之间的熨帖。众所周

知，歌 剧 是 抒 情 性 的 艺 术 样 式。

《赵氏孤儿》中充满着丰富和复杂

的情感，比如屠岸贾和赵氏孤儿

之间“ 弑父”和“ 养育”的矛盾情

感；程婴和赵氏孤儿之间、程婴和

公主之间、程婴和妻子之间的情

感纠葛，这为咏叹调和重唱形式

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空间。

以西洋大歌剧的形式创作的

中国歌剧《赵氏孤儿》在音乐结构

和戏剧结构的统一、协调上体现

得比较充分。优美、哀伤的《摇篮

曲》贯穿始终，剧中所有人物的死

亡都伴随着这个音乐主题。咏叹

调与宣叙调交替出现，大量的重

唱、合唱等声乐形式使整部歌剧

音乐连贯并有极强的音乐动力，

同时又展示了强烈的戏剧张力，

因此，无论是人声还是乐队，这部

歌剧无疑都是交响化的。由此可

见，歌剧《赵氏孤儿》的创作模式

体现了中国歌剧创作逐渐走向回

归歌剧艺术本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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