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传统统文文化化能能否否
拯拯救救文文化化自自信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在多个场合宣示了自己

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

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去

年视察山东时专门前往

孔府，两会时过问贵州孔

学堂的办学情况并要求

加强对王阳明的研究，访

欧期间详细阐发了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国传

统思想理念，前不久在北

大，他又看望国学大家汤

一介，了解《儒藏》编纂情

况。哈佛大学教授、费正

清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

尔分析，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可成为一种新的公共

哲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

补充。

文化自信在中国版图
之外的地域中，也显得尤为
重要。美籍华裔、清华大学
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
中心主任廖凯原就有这样
的切身感受。他告诉齐鲁晚
报记者，身为美籍华人的
他，对文化自信，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非常赞同。

“我的孩子打小在美国
生活，不会汉语，也不懂中
国文化。跟美国孩子交往不
够自信，他甚至不愿意同伴
叫自己中国人。”廖凯原认
为，如果自己不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就不可能对自己民
族的文化产生自信，可能很
多华人不愿意被当做中国
人。“如果强调传统文化、文
化自信，不愿意做中国人、
不愿意团结向上的问题可
能就解决了。”

“当然传统文化有好
的，也有不好的一面，有些
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但我们必须继承好的传统
文化，这样可以为中华民族
的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廖
凯原介绍。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主
席许嘉璐此前曾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去年的“曲阜”之
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

“姓孔”和“姓马”的对立问
题，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马克
思主义和儒学不是对立的，
不是非此即彼的，是互补
的，能够补充的。“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
面。”

“中国第一位的国情就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必须跟这个国情结合才能
中国化，必须跟这个特点结
合才能把中国建设好。”

5月20日，在本届尼山
论坛明湖高端对话上，许嘉
璐再次强调了弘扬传统文
化与增强文化自信，对改善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刘帅

不了解传统

就不会有自信

本报记者 刘帅 实习生 葛若佳 王英政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现代化转型后，可作为对马克
思主义的补充。”5月21日的尼
山论坛圆桌对话中，罗斯·特
里尔在谈到中国开始重视优
秀传统文化、提倡文化自信时
说。

罗斯·特里尔被中国人所
熟知，是因为他撰写的那本著
名的《毛泽东传》。在畅销书作
家这个名头背后，这位76岁学
者更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
的老师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
问题专家费正清等。

罗斯·特里尔很了解中国
现在正在进行的优秀传统文化
推广新举措。他认为，“首要原

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经济快速发展，经济问题基本
解决，所以人们开始考虑精神
层面的问题。”

特里尔在接受齐鲁晚报记
者采访时分析，清朝末期，中国
被欧美国家打败，导致国人对
自己文化渐渐失去自信。而就
在这一历史时期，日本被美国

“开关”之后，却能在随后发起
的战争中打败俄国、中国。这使
得当时中国的精英产生了迷
惑，他们多数转向了西方，甚至
开始向日本学习。

“现在，虽然中国经济不断
繁荣，但居住在中国城市的年
轻人，许多具有国际化视野，能
接触不同的思想，比如西方的

思想。但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像
清朝末期的精英们一样，对自
己的文化产生迷惑，对自己文
化有些不够自信。”

要弥补这一文化心理上的
缺失，罗斯·特里尔认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可作为他们追求
的新公共哲学，补充进来。“当
然这个追求的过程并不是很简
单，可能一直在进行中。”

对中国传统文化相当了解
的罗斯·特里尔还强调，中国重
视优秀传统文化，提倡文化自
信，还能聚集更多的人加入中
国改革建设中，也使得整个体
系更有生命力。

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团

审议时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
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大力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留
其精华。

特里尔的分析也暗合了习
近平总书记曾讲过的“一个国
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
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
的深刻含义。

罗斯·特里尔对习近平总
书记在欧洲访问时多次强调中
国精神、中国文化印象深刻。特
里尔告诉齐鲁晚报记者，现在
欧洲、非洲等很多人都在学习
中国文化，“我们看到中国对世
界的贡献除了钱外，还有中国
文化。但目前还远远不够。”

优秀传统文化可成为新公共哲学

“重视传统文化，强调文化
自信，能促进中国的继续发展，
激活整个体系良好运作。”罗斯·
特里尔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被称
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
物之一、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
士、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的认
可，他认为，“中国重视传统文化
才能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大陆经济非
常具有活力，但要维持一个体系
的持久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必须
要有深层次的基础。打个比方，
比如房子没有基础，地震时房子
一晃就可能倒塌。如果基础深化

了，可能把地震的力量平衡掉。”
成中英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
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成中英认为，文化影响人的
气质、生命力，并带给人们一种潜
在的追求。中华民族跟其他民族
不一样，因为她的土地、文化历史
有一种深厚的力量。“中国的传统
文化因素最适合中国。”

“太平天国借鉴西方很多宗
教因素，但很难把那些作为一个
基础。因为这些都与中国文化背
离太多。”成中英说。

美籍华裔、清华大学凯原中
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主任廖凯

原对此也比较认同，“我是搞操作
系统的，中国的CPU中有中国传统
的元素，也有西方的元素，要想使
操作系统好用，必须注重中国传统
的元素。”

成中英也强调“要对自己的
文化充满信心”。他告诉记者，中
国经历八年的抗战胜利，主要原
因就是有文化信心。“我们能抵
御日本侵略，靠的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正面的东西。”

文化气质是不能改变的，但
文化的其他方面是可以改变的。

“这样有了基础，我们可以来调
试，增强活力。”成中英说。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提
供生命力、活力，还可以提供一种
理想可以追求。“这些并不妨碍社
会管理，因为文化中蕴含着价值
规范，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元素。”

“中国哲学很聪明。”成中英
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他认为，中国的诸子百家发
现很多悠久之道，比如中庸之
道。历史可以赋予新的方式表达
出来，而并不是一种空洞的超
越。“传统儒学中强调奋斗，在开
放的机会中奋斗，这样可以为继
续发展积蓄力量。”成中英说。

如果经济是房子，文化就是基础

核心价值观根基是传统文化

在上届尼山论坛，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教授李晨阳曾发出
了“说儒家没有信仰，我决不能
接受”的声音。在本届尼山论坛
上，李晨阳还强调“一个社会核
心价值的重要性”。他说，核心价
值是一个社会或文化，认为最珍
贵、最值得追求的部分。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李晨阳数次强调

“核心价值有其必要性”。
针对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倡

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中英告诉
本报记者，这些概念中，像自由、
平等等，西方国家也有。“这个语

境的自由、平等，不是用于西方国
家的，是从中国文化延伸出来的，
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

“西方的平等自由是有历史
语境的，因为中世纪绝对不是自
由的，思想就是不开放，神学统
治了一切。”成中英说，十七世纪
霍布斯倡导的绝对神权论，君主
的权力绝对是上帝所授，这些压
制导致他们最后必须追求自由。
从英国光荣革命到法国大革命都
是追求自由的。“民主只不过是追
求自由平等的产物。”

“中国自古也注重平等和自
由。但与西方国家不同，如道教
强调精神自由，儒家强调人之可
贵是独立的人，属于天地人合一

的，不是脱离天地的自由。平等
社会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允许
个人在开放的社会里追求自己
的成就。”成中英说。

“中国的考试制度、文官制
度，是允许有贤能的人得到自己
的成就。你考试好，就出人头地，
你不好就只能当一个秀才或者
回家种田。但它强调每个人都能
追求这种目标，这在西方没有这
样的渠道，西方是世袭制度，你
有世袭头衔，你就有很多权利，
如果是平民，可能什么权利都没
有，比如英国。要打破这种制度，
他们才需要平等。”

从哲学层面来讲，中国绝对
是尊重自由平等的，但不是说等

同于西方国家的自由平等，中国
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哲学理论。

“虽然核心价值观中，许多词汇
从表面看不出传统因素的存在，
但是这些词汇语境是有自己的
传统的。”

中国也在成为世界大国，要
继续发展，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
的长处、历史传统、核心价值观。
成中英最后说，“要知己知彼，要
认识对方，如果对方有所长，我
们也会吸取。但要反对他们自以
为是的价值观不由分辨地加在
我们头上。每个人、每个民族要
有自己的判断，因为一个社会是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一个民
族，基础是不同的。”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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