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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在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哪个问题最为严重？

王学典：什么叫本土化？按照我
的理解，第一，研究、回答的必须是中
国的问题，是依据中国现实提出来的
问题，而不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问
题。第二，你必须要面对中国经验。

我们现在的政治学、经济学、法
学等，用的都是西方教科书，这些学
科的研究者很少阅读中国政治文
献，在这种知识背景下，面对的不是
真实的中国问题。你不阅读中国的
材料，你怎么能面对中国经验呢？比
方说我们原来一直讨论市场经济，
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按照我的说法是
一个政府在场的市场经济。政府和
市场，从目前来看，虽然有矛盾，代

价也很高，但总体来看，它对中国经
济的转型提升，科技实力、军事实
力、民众生活的改善发挥了作用，你
不能说这几十年经济生活的改善和
政府没关系，这是不现实的。这类问
题都是中国式的问题。

高校正在搞学科评估，没有一
个学校在评估经济学和政治学时，
用评估对象解决了多少现实社会生
活、经济生活当中的问题作为标准
来衡量。我们的衡量标准是在国外
发表多少篇论文、在A类期刊发表多
少篇论文、教师梯队是否完善、老中
青是否结合、博士化率、海归有多
少，等等。这样的学科建设还有什么

意义？这个指挥棒导向是什么呢？
社会科学必须从中国经验出

发，从中国材料出发，从中国案例出
发，必须把你所研究的对象放在中
国的社会文化脉络当中去把握，不
能根据西方的脉络来把握、衡量。

但目前又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理
论体系，所以本土化碰到的问题第
一个就是无先例可循。人们尽管做
出了很多努力，但中国本土的东西
怎么归纳和概括，没有先例。第二，
缺乏理论工具。自由主义有一个工
具箱，用哪个拿哪个。中国这一百多
年的学术界基本上是西方理论思想
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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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人文周刊今起推出的新专栏。所谓“大家”，是指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并有广泛影响的人物。碎片化信息
时代，快阅读成为时尚，但构成我们民族文化基石的，依然是那些在书斋思考着更加深刻、宏大、沉重问题的学者，是是
那些在案头笔耕不辍、书写历史的作家……我们希望这个栏目能够成为连接大家和读者的平台，世界纷乱嘈杂，思
想和文字自有其恒久的魅力。

王学典：现在有一个笼罩学界
的比较大的问题，也是整个人文社
会科学界格外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即在西方的民主宪政之外究竟还有
没有一条能走得通的中国道路，换
句话说，中国能不能造就一个与西
方民主宪政相平行、能克服西方民
主宪政缺陷的基本制度安排？

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现在谁
都不敢说，上下都正在探索。本土化
问题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
2010年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似乎昭示了一种前景，这条
路能走得通。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
道路提出的一个基本依据。所谓本
土化问题，是以中国道路能走通为
前提的。中国按照中国的规则、国情
来安排自己的道路，安排自己的制
度，安排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目
前理论界有一部分人比较悲观，另
一部分人比较乐观。我们现在正处
在十字路口上。

既然不能遽下判断，现在就需
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5000年

一以贯之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在
和西方社会碰撞之前，在人类文明
史上曾经达到很高的高度。这样一
个有自己一以贯之道路的庞大文明
体，有没有可能完全改变固有轨道，
纳入西方那条路线之中，我们都在
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道路能走通，那当然
会强化“四个自信”，如果最后出现挫
折，当然会增加人们的疑虑。问题是
这样一个庞大的文明体，它的演化
道路是有自己的规则的。

齐鲁晚报：您曾经说过，中国历史是一辆有轨电车，有着自己的轨道。

王学典：对，我一直认为中国历
史是一辆有轨电车，这个轨道概括
为中国模式也好，中国道路也好，但
中国历史一定是一辆有轨电车。

中国和其他小的文明体、政治
体不一样。我曾经到过泰国，在那里
思考过一个很大的问题：像泰国这
些国家，顺顺当当被纳入西方的轨
道，民主选举、两党政治、国会，这一
套西方的基本制度安排，并没有改
变其固有的社会生活，民众依旧按
照几千年一贯的模式，该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我当时就思考像泰国这样的国
家，为什么会如此顺利地就转了型。
思来想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
是一个成熟的、有5000年一以贯之历
史的庞大的文明体，她一定有自身
的轨道。通常说船小好调头，船小了
当然往哪个方向走都可以；船大了，
本来在沿着一条航线走，想调头并
不容易。也就是说，要想把中国这个
文明体纳入到西方的轨道上去，是
非常有问题的。

二十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试图
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

中国，但是现在用任何一家西方的
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的崛起，所有
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的高速发
展这个对象面前都黯然失色。在这
个背景之下，各个学科本土化的呼
声越来越高涨。我们得承认基本的
现实，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法
学、社会学，包括其他西方社会理
论，都无法解释中国这几十年的高
速发展，我感觉这一条就足以证明
这些理论本身必须经过本土化的
冶炼之后，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历
史与转型。

齐鲁晚报：本土化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王学典：大概从2008年之后或者
是2010年前后，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
界限划在十八大召开前后，中国出
现了向本土化转型、本土化回归这
样一种强大的潮流和趋势。之前30
年，人文社会科学实际是向西方接
轨，是世界化、西方化。30年后，我们
又回过头来本土化，要告别向西方
接轨的这一追求。我个人认为这是
一个现实。

比如，在政治学领域，出现贤
能政治的概念，认为民主选举不适
合中国。在经济学领域，像林毅夫，

更多地强调探索新的经济学理论。
我能感受到这些敏感的学界动态，
和我做编辑的身份有关系，因为要
编《文史哲》杂志，要考虑政治学、
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问
题，这样我才能知道杂志往哪个方
向走。

另外，政治家也提出了新的要
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我不认为这个讲话
内容纯粹是政治家的要求，很多内
容很内行很具体，部分反映了学界

的呼声。讲话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没有说要建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我个人
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能把中国经验、传统文化、儒学的很
多内容置放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
社会科学体系则可能带有排他性，
不能纳入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而且
从政治家的角度，他更需要一套中
国的东西去支撑国际舞台上的活
动，毫无疑问，政治家感受到了很多
我们学者或是普通民众感受不到
的那些问题。

齐鲁晚报：在您的《把中国“中国化”》一书中，您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正在朝着本土
化的方向发展，您得出此定论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相碰撞的历史。进入21世纪，
中西学的激烈争论仍未了结。

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一直研究如
何把中国“中国化”，他的这一观点在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在他看来,西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当下问
题，人文社科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回归；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创造高于自由主义的以
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

齐鲁晚报记者专访了王学典教授，就如何看待本土化思潮、中西学关系、传统文化热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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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庞大的文明
体，中国的演化道路是有自
己的规则的。

●所有的西方理论在解
释中国的高速发展这个对象
面前都黯然失色。

●社会科学必须把研究
的对象放在中国的社会文化
脉络当中去把握，不能根据
西方的脉络来把握、衡量。

●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学
术界基本上是西方理论思想
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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