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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期集稿前夕，“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庆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本刊亦特辟专辑以为纪
念。
乐黛云先生的访谈文章可让我们明了(跨文化对话》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办刊方针，其他各篇均为研讨会
上的发言，其中有对真正的“跨文化态度”的辨析，亦有中欧论坛实践问题的探讨：有对杂志十年历
程的回溯，亦有对建立学科的设想。
不同角度的讨论背后，则是对人类存有普世价值的信心。
要而言之，是回顾，也是前瞻，其意亦正如鲁迅先生为《莽原》所拟发刊词中所云——“忠于现世，
望彼将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文化对话（24辑）>>

书籍目录

卷首语纪念《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  谭军武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记“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
周年庆国际研讨会”  乐黛云/昂智慧 《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答问  汤一介 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
值”　钱林森 《跨文化对话》：十年中欧知识界思考对话的平台　陈越光 对《踌文化对话》的期待
——站在2018年　乐黛云 当今的跨文化对话——中国视野　[法]皮埃尔·卡蓝 默除了和睦相处，我们
别无选择　[法]米歇尔·苏盖 他者的智慧：在需要共同管理的世界中尊重文化差异　余斌 对话，不仅
仅是理论　[法]陈力? 何谓“跨文化态度”？
　[法]金丝燕 跨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纪念王元化　王元化[美]林毓生 王元化、林毓生对话录　童世骏 拉
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镰刀斧头——忆王元化先生　胡晓明 相遇于遥远的天边——在王元化先生追思会
上的发言　钱林森 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前沿碰撞　[法]安托万·
当尚 生存于不可预知的未来：多元化时代的苦果与文明的药方　叶舒宪 神话智慧与文明反思——文
化寻根的哲学话语之由来　周宁 俄罗斯思想中的“中国”　圆桌笔谈：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观念
与方法主持人语　严绍璗 中外文学交流史：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学术——关于文学交流史研究的
通讯　宋炳辉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准备与可能　葛桂录 亟待加强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　王向远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诗学”的特性　车槿山 从作品到文本——谈中外文学关系
研究的一个维度　钱林森 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再思　周宁中 外文学交流史：从影响研
究、平行研究刭“问性研究”说东道西　[法]查理·莫隆 马拉美与“道”　车琳 浅论马拉美与中国古
典诗歌　谢金蓉 影响美国新诗运动的第一缪斯：朱笛特·戈蒂耶的《玉书》在美目的接受　邹兰芳 
寻找理性的苏非——思·诗意·知　夏露 越南近现代写自传的第一人——潘佩珠及其《潘佩珠年表》
初探序跋·书评　史忠义 跨文化对话是当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兼评《他者的智慧》　张辉 政治是
能够逃离的吗？
——重读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法]胡若诗 《情诗百首》序　杨建国 身份的极限与历史的内观
——纳丁·戈迪默和她的短篇小说集《贝多芬是1/16黑人》信息窗　北师大教授曹卫东法兰克福获文
学奖　欧盟跨文化研究院科学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　华东师范大学一康奈尔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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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　　——记“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庆国际研讨会”　　谭军武　　
随着全球化现实进程的加快，多元文化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角力日趋频繁，文化生态日趋复杂，
由文化误解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冲突也愈益突出。
智慧地处理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冲突、对抗与隔膜问题，不仅是近年来理论界思考的重要话题，更是
国家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战略主题。
“跨文化对话”，为解决这些问题铺设了一条有效的操作路径，为文化问的沟通架构了一座理解的桥
梁。
多年来，中西方思想界和社会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积累了许多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和经验，有
力地推动了中西之间文化与社会的互识。
但是，“跨文化对话”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处理极其复杂甚至极为脆弱的支化生态；尤其当
跨文化对话实践被全球化时代赋予了现实责任时，现有的知识谱系和理论经验就时常显得捉襟见肘。
如何运用跨文化对话的手段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共同问题、处理文化危机、减少文化误解和思想偏执?
如何发挥跨文化对诸在当代国家一民族话语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提升跨文化对话的水平和有效性?如何
实现人类普世性的文化理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转换、梳理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思想资源、构
建跨文化对话的理论系统和方法论?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跨文化对话”迫切面临的课题。
　　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跨文化对话理论研究和文本一思想实践的《跨文化对话》丛刊，始终
走在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时代前沿。
为提升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实践水平，开掘跨文化对话研究的理论深度，2008年9月25日至27日，在《
跨文化对话》丛刊创刊十周年之际，由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
会、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南京大学法语系共同主办的“跨
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庆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来自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法国文化传媒协会、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巴黎政治学院等高校和文化机构的
国际学者，与来自中国文化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以及
台湾政治大学、澳门大学等国内两岸三地数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多名专家齐集一堂，共庆《跨文
化对话》丛刊创刊十周年。
　　会议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执行主席卡蓝默先生、《跨文化对话》中方
主编——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欢迎与热切的期望。
《跨文化对话》法方主编、欧洲跨文化研究院院长李比雄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晤会，特致函会议表达
了祝愿。
　　本次研讨会采用主题发言、自由讨论，以及嘉宾交流等多种形式进行。
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共同见证了《跨文化对话》丛刊十年来的美好瞬间，分享了《跨文化对话》丛
刊十年来的思想成果，同时围绕着“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反思”、“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建构”、“跨文
化对话的交往理性”以及“跨文化对话的文学研究”等主题，展开了为期三天、紧张热烈而又平等友
好的跨语际对话。
　　一、观念与方法：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反思　　跨文化对话为什么必要?如何在紧迫的现实要求下，
激活跨文化对话的理论资源、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如何生产跨文化对话的独特概念以及对话的理论模
式?针对这些理论问题，会议展开了讨论。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执行主席卡蓝默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跨文化对话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
的思想“压力”，这种“压力”根源于西方文化思维的科学化、普遍化和绝对化，从而形成了文化沟
通的障碍。
要改变固有的文化认知模式是困难的；而比较研究，以及保持不同文化经验间交流的持续化，是改变
困难的有效途径。
为此，卡蓝默先生提出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三个维度：一、跨文化的维度。
在相异性中寻求相似性，寻求文化间的共同价值；二、时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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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回溯历史又着眼未来，从而真正理解现在；三、空间维度。
既要有民族地域的视野来理解包容各种文化的差异，也要有国际性全球化的心胸来接纳文化碰撞和观
念传播。
总之，只有借助跨文化对话的镜子效应，从他者来反观自我，才能共同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
。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立足中国视野，从当今跨文化对话的现实紧迫性出发，通过梳理中西方文化
交流史上的诸多案例，阐述了生成性对话的矛盾与必然面临的四个困难：第一，是普遍与特殊的矛盾
，亦即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普适性之间的矛盾。
当前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问发生深刻的割裂，致使对话变得很困难；第二，在对话过程中，保持文化的
原有纯粹性和促成文化新变之间的矛盾。
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在相互渗透融合中生成新的文化基因；第
三，对话中的他者与自我的矛盾，也是阻碍对话的复杂问题。
过分强调自我和差异易于封闭难于沟通理解，而过分承认差异又易于在文化的融合中失去自我的身份
，这是一个悖论；第四，缺乏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是构成对话困难的又一个阻碍。
乐先生认为，在寻求共同话语方面，文学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首先辨析了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普世价值的概念，强调了寻求人类文化普
世价值的必要性；然后重点探讨了寻求文化普世价值的三条途径：一、在各民族文化中原本就有某些
具有共通内涵的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理念，这些理念无疑是有普遍价值的意义的；二、在各
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文化理路中寻求普世价值。
如中国儒家的“仁”、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印度佛教的“慈悲”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就是“爱
”，爱对人类社会来说具有极高的普世价值的意义；三、各民族文化中某些特有的理念往往也具有普
世价值，我们可以在求同存异中来寻找某些民族文化特有的理念中的普世价值。
最后汤先生还谈到了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由此提出一种理念：后现代社会是“以和谐为体中庸为用
”的社会。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教授则指出，跨文化对话必须着眼于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从问
题出发进行实践。
同时，我们与之对话的主体“他们”，既是时间上的，也是空间上的。
从时间维度上，我们必须与自身的传统以及可能的将来对话；从空间维度上，我们必须与异质多元的
文化形态对话。
南京大学余斌教授也认为，跨文化对话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理论。
他引申巴赫金和现代“对话”概念之父马丁?布伯的观念指出，个体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对话是普遍存
在的，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中，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事实。
而将对话的主体关系从“我一它”转变为“我一你”，应是不同文化间展开对话的理想状态；作为实
践的理想对话是困难的。
余斌教授认为卡蓝默先生提出的“前提是接受他者也是真诚的”，对跨文化对话实践具有准方法论的
意义。
在自我的批判中与他者对话，借助于对自身历史相似情境的回溯将他者看似不可思议的反应变成可理
解的，在相似性之间建立联系，对跨文化对话是必要的。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理事陈力川先生纵观当下的全球文化环境，认为人类对待文化的态度必须从
“文化间”对话走向“跨文化”。
由此，他梳理了西方“跨文化态度”的思想资源，从康德提出的思考他者的相异性的三个原则、柏格
森提出的“精神礼貌”的放弃能力、雷蒙?潘尼卡提出的“对话的对话”理论中，总结了“跨文化态度
”的三个要素：一是不带偏见地思考；二是分享他者的经验；三是通过其他文化来理解自己。
并提出，超越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思辨的需要，可能还具有某种道德意义。
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借用毕加索的名画《镜前少女》直观而理性地论证了跨文化对话的两个条件：第一
，跨文化对话需要知己知彼，需要超越“我一他”的简单二元结构，建立一个对话的“第三者”空间
，也就是要实现哈贝马斯曾提出的“视域的融合”；第二，理解镜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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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和本体并非是同样的，跨文化对话的条件应该是宽容地对待自己镜像的差异。
人对自我的理解是通过他者的反映来认识的，他者具有修正自我理解的作用。
没有这两个要件，跨文化对话就无法进行。
来自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的金丝燕教授以学科史的眼光考查了“跨文化”问题提出的背景及其动因，从
辞源的角度剖析了“跨文化”作为一种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超越性；进而分析了作为学科的跨文化
研究的基本要素：第一，跨文化理论；第二，跨文化资源；第三，跨文化经验。
第四，跨文化方法。
她特别指出，跨文化理论的基石是“偏形而上，不架构”；跨文化方法的探讨可以专注于三个路径：
横向实证、纵向思考、整体研究。
　　在自由讨论阶段，其他学者也分别就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观念、伦理、路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交
流，提出了一些富有创建的见解。
　　二、文本与行动：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建构　　跨文化对话应时代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必然要在现
实的实践中得以展开理论的逻辑演绎。
跨文化对话不是书斋里的知识架构，而是实践中的思想累积。
因此，构建有效的对话机制和理想的对话平台对于实现跨文化对话的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跨文化对话》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刊物，自创刊起，十几年如一日地秉承跨文化对话的思想宗旨，
承担起了架通中欧社会的任务。
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本，《跨文化对话》散发出巨大的行动力量。
而作为更大范围上的跨文化实践行动，“中欧论坛”在双方之间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入对话，把许多跨
越时空的经验与理念带入到了具体的对话活动中。
作为一项广域的实践活动，“中欧论坛”却有着文本般的典范魅力。
正是借助于这样的文本与行动，跨文化对话才从理想追求变成了现实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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