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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现代的新文化首先面临的选择是，我们的传统遗产还有没有价值，这就需要将中国文化与西
方文化进行比较，在这种比较反省中，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传统有没有价值。
借用比较文学的术语说，影响研究必然反过来导致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平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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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比较文学概论首席专家。
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
心客座研究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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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在中国文化里面，理性没有获得这种本体的地位，相反倒是人间的喜怒哀乐等情欲的东西，在
《中庸》看来这才是世界之大本。
正因为有这种说法，所以梁漱溟先生非常乐观，认为西方近现代才出现了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等以
意志、直觉、本能为世界本体的哲学，所以中国文化将来能够领导世界新潮流。
这个话题我们暂且不表，我们还是来看中国的理性到底是一种什么理性。
中国的理性不是一种将感性鲜活的完满形象切碎的科学分析理性，也不是一种脱离了感性而在超越的
思辨王国里翱翔的理性，而是一种以实用价值为导向的伦理理性，就是说人表现喜怒哀乐的时候，需
要有一种理性来控制一下，应该以道制欲，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从而调解人和人之间的
关系，它是这么一种具有交往性质的伦理理性或关系理性。
而西方的科学理性与思辨理性，它的好处是使西方的科学非常发达，但坏处是导致了一种工具理性，
以至于到了后来，人也变成了工具，现代主义就表现了这方面的很多异化的东西；另一个方面，脱离
了感性世界而在超越体验的王国里头翱翔的理性，实际上跟宗教也可以握手言欢。
在基督教文化中，理性、灵魂与上帝是一伙的，而感性、肉体与魔鬼又是一伙的，这样的两分恰好使
理性和上帝可以握手言欢。
而在中国，因为理性永远越不出这种感性之外，所以它就推导不出一个上帝。
审美是要诉诸感性的，而中国的理性永远不脱离感性，所以它本身仍然具有一种审美特征。
　　我们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为例来分析。
笛卡儿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而在“我思”的时候，我和对象之间有一个界限，就是说自然、
社会等都是“我思”的对象，我要对它们进行认知和支配。
其实整个西方文化都是把主体的我与外在的世界划了一个界限，把对象作为一种科学分析的客体加以
观照。
于是声称“自由哲学”的萨特，就得出了别人就是威胁我的地狱的结论，因为其他人总是作为我的客
体而存在，而我也同样作为他人的客体而存在。
而在中国，“我思”和“我思之物”之间就没有这么截然的鸿沟，我在社会当中，与人和谐相处，自
然和我是非常友好的，我看花，我到花中去，花看我，花到我中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天人感应，物我合一，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这种浑然一体，就像是我前面说过的和合的精神，这更接近一种艺术精神，而那种分析的精神更接近
一种科学精神。
　　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在概念上也能表现出来。
中国文化的一些概念都是靠悟性和直觉来领会的，是不能进行分析的，一分析就失去了原来的意思。
像“天”这个概念，中国的“天”有它自然的意义，也有主宰的意义，而这两个意义是完全合而为一
的，若你翻译成西洋文字的话，就不好翻译。
中国的“心”也有这样的特点，“我心想”的“心”就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的心，还是具有智性的心。
可是，这个智性的心又不脱离感性肉体的心，正如叶维廉所说，你翻译成heart，好像太肉体化了，你
翻译成mind，好像又太智性化了。
但是西方的概念总是要把这两者分开，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概念都是一些综合的概念。
所以，中西审美的与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概念的翻译上是首先遇到的问题。
在座听讲的好多同学是英语系的学生，将来要是从事翻译的话，那么在翻译的时候肯定会感到中西文
化确实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表现为基本概念和词汇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导致在翻
译上很难把握。
　　最难把握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西方非常精确的科学论文翻译成中文，你会明显感到我们的概念不够用，尤其是有时候西方文
章中出现的大概一页不断句的情况，我们总感到我们国家的文字好像是不大够用，好在现在使用的白
话文已经好多了，要是用文言文，那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文化主要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如果让大家用文言文翻译西方那些非常精确的科学论文，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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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因为中国的概念本身就有一个特点，即不是很精确，它是靠着悟性而形成的概念。
另一个方面，就是把中国的诗歌、诗学中比较灵动的东西翻译成西方文字，这个也非常麻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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