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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年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引起普遍关注的“文明冲突”论。
在他系统阐述这一论点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将沿着文
明的界限进行重组，应把文明冲突这一崭新的具有范例性的观察方式引入国际政治的分析。
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它初看上去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和某种说服
力，但在进一步仔细探讨下，它却又引发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批评意见。
　　森格哈斯教授在其《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了批判性
的论述，并通过对文化（文明）的属性、文化的内在冲突、现代化和多元化与文化演变以及”跨文化
哲学“和”跨文化对话“等问题的阐述，提出了另一种供选择的思路，它对深入研究文明的发展与冲
突问题颇具启发性，它同时也有助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层次上去理解当代的世界政治。
　　该书作者指出，在"文明冲突”论和有关讨论中出现的一种错误观点是：把文化或文化领域（即“
文明”）视为一种内部结构固定的事物，认为各个文化的特征是各自文化所先天固有的、不变的本质
属性，并进而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
正因如此，人们笼统地把“儒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以至“西方文化”作为
一种可以界定的和容易确认的事物来加以论述，甚至把它们视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并预言它
们之间的冲突将是21世纪世界政治重建的决定性因素。
森格哈斯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本质论的表现，即用本质先于存在的唯心主义理论来解释文化现象
。
　　森格哈斯教授指出，各种传统文化实际上都是以内部分歧（以至对立）为标志的，并在各自的历
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和演变。
对各个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观做简单的、一成不变的概括会产生误导作用，容易使人"忽视“各个
文化内部所包含的众多的互相矛盾与对立的观点和立场，而这些不同观点和立场的相互争论和相互影
响对该文化的自我延续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儒文化”曾有过“百家”争鸣的时期，而“印度文化”这个概念根本不可能概括它所应包含
的大量的相互对立的文化现象，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多元的思想观点和多神的世界。
“伊斯兰文化”也非一尊“独块巨石”，伊斯兰教从开始起就是以不同的法系和不同的基本教法为标
志的，它始终是由许多并非相互友好甚至是敌对的派别所组成。
森格哈斯教授认为，最令人惊奇的是“西方文明”这个概念，似乎意味着启蒙运动、个体主义、民主
、人权、宗教自由、多元化、言论自由、男女平等等等。
但这些特征并非是西方（或称欧洲）文明所固有的，它们是在欧洲近几百年的独特历史条件下才开始
形成的。
即使在西方世界也同样有过思想分化的过程，启蒙运动也招来了强烈的反对思想解放和反对现代化的
思想与政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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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学者亨延顿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出发点论述中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 兰教文明与西方
的冲突。
　　《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作者不以西方文明为核心，而是从西方文明以外的几大文明各自
的意志阐述 文明冲突的内部机制。
　　作者认为几大文明在发生冲突时内在裂变大于外在冲突。
　　不同文明之间可以通过“集体学习”从而达到“和平共处”，“跨文化对话”是 现今世界性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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