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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乐黛云和李比雄主编的《跨文化对话(28辑)》以“汉学与汉学主义”为核心的圆桌笔谈提出了一系
列尖锐问题，如汉学究竟是知识还是想象？
是“真理”还是“神话”？
是一个科学学科，还是一种意识形态？
汉学的“汉学主义”性，会不会由于学科缺乏批判意识而造成“自我汉学化”与“学术殖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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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谈到发展模式的问题，中国立即遇到一个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和能够怎么做的两难困境。
自从世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率领下开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之后，辉煌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就沦
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并且在外敌人侵、连年内战、政治动荡中积贫积弱，一蹶不振，而且至今就其人
口规模而言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一方面，西方的发达国家向中国显示了其发展模式的效率和生活方式的优越，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在
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一味模仿这一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则会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
中国人可能会说，我们是步西方工业国家的后尘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在发展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重复
前者的错误。
例如汽车工业，难道除了多生产、多消费、多污染，还有其他发展办法吗？
可是，中国人又不得不向自己提}H这样一个问题：按照现在这个发展模式，我们能否承担能源消耗和
污染的双重后果？
例如，中国如果在汽车拥有量上向美国看齐，就要拥有1l亿辆汽车，而目前全球总共只有8亿辆汽车。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权利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由于时代变了，西方的发展
模式不再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
西方发达国家是在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20％，然而消耗全球60％以上资源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现代化
建设的。
在新的形势下，有13亿人口的中国需要探索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现代化道路，通过大幅度提高能源
利用的效率和产出效益，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期待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非常落后的国家超越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既环保又发展，而且发
展速度能够满足内需外求的目标是否现实呢？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空间非常狭小，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为追求适度的经济增长，可操
作的空间非常有限。
然而，发展低碳经济，走绿色增长的道路，既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也是不可回避的历史选择。
所以，中国政府决心在结构性节能低碳和技术性节能低碳两个方面努力，制定了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一45％的目标。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环保和能源这类问题不是一个国家单独能够解决的，必须打破国家的界限
，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
　　除了能源和产业结构的制约以外，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还受制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生产的某些高排放
、高污染产品的依赖。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对稀土出口的调控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类似的情况还有焦炭。
自1991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焦炭生产国与出口国，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5％，出口量占世界
焦炭贸易量的60％，2008年的焦炭生产量达3亿2千多万吨。
由于焦炭产业的特殊性，生产过程即使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也难免产生严重的污染。
焦炭由优质煤炭高温冶炼而成，是钢铁等行业的主要生产原料。
但炼焦过程中会有大量粉尘、一氧化碳及有毒气体排放到大气中。
炼焦所排出的焦油和废水也含有大量有毒物质，渗入地下后长期污染地下水。
而且，每生产1吨焦炭要产生400立方米的煤气。
山西是中国最大的焦炭生产省份，也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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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个人理性制造问题，交往理性谈论问题，而关系理性将解决问题。
于是.深度启蒙需要以关系理性去改进理性的概念.去建立为共在而不仅仅为存在着想的理性。
⋯⋯如果改变不了世界，就先改变世界观.而世界将因此改变。
　　--赵汀阳／《深化启蒙：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借此之机。
”回忆之未来价值”这个词组就得以通过其自身的悖论探问是否可能置身于文化延续性的角度而求理
解，人类是否能够以史为鉴.回忆又是否因此得以孕育未来、成就未来。
简言之，回忆是否能够赎回时间。
　　--【法】让一保尔·罗赛／《回忆之未来价值，或论脱离传统的现代性之不可行性》　　作为认
识论，汉学主义是看待中国和与中国相关的世界事物的总体方式。
作为意识形态.是由西方学者和非西方世界在中西方接触时所持有的一系列观点、信仰、态度和价值的
总和。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意识形态决定了认识论而是认识论演变成了意识形态。
　　--[美]顾明栋／《汉学主义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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