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坊︱“文明互鉴研究：回顾与前瞻”工作坊

2021年 11月 5日，“文明互鉴研究：回顾与前瞻”工作坊在华东师范大学闵

行校区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主办。工作坊

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大学等二十余家单位的近三十位学者济济一堂，围绕“海外汉学”“中西

哲学比较”“世界儒学”“文明对话”等相关议题展开报告与讨论。

会议伊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主任方旭东教授作了引言。

他首先以自己主编的《海外中国哲学论丛》为例说明国际视野对于相关研究的重

要。随后介绍了中心成立的背景。他指出，“文明互鉴”的要义是以中华文明作为

主体，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鉴，具体包括比较哲学、海外中国研究、海外

汉学、世界儒学、比较宗教、文明对话，文明论等诸多论域。

方旭东教授引言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王建宝和武汉大学

文学院张箭飞教授分别代表北京大学高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杜维明

先生和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宣读致辞。

杜维明先生在致辞中祝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成立，回忆

与华师大冯契先生的结缘。关于“文明对话”，他认为，文明对话是对话的对话，

而不是辩证的对话；文明对话，既要超越抽象的普遍主义，又要避免狭隘的特殊

主义，在此过程中是要实现我与你的融合，而不是我与他的对峙；文明对话不仅

仅是轴心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轴心文明与原住民文明的对话；文明对话的行动

或可消解文明冲突的问题。



王建宝副研究员宣读杜维明先生致辞

吴根友教授在致辞中祝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成立。他指

出，文明交流互鉴是当代人类文明的相处之道，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

者各自当从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学术专长出发，共同助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大业。

同时他期待以后两校院系中心间经常性地展开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共享

一些学术资源，共同助推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互鉴工作。

张箭飞教授宣读吴根友教授致辞

上午的工作坊由两场研讨会组成。第一场研讨会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

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恭让主持。本场研讨会共有四位学者发言，分别

是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原道》集刊主编陈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

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梅谦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文史哲》

国际版执行主编孟巍隆和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党委书记问永宁。



陈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儒教的世界图景》。他从乾父坤母出发，阐释儒教

文明的世界图景，援引张光直的论点，表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有着“连续性”和

“断裂性”的差异，而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正是对家的重视。他进一步比较古希腊宗

教、犹太教等文明形式，将其总结出“毁家”“弃家”的不同特质，与他们不同的是

儒教文明中“家”的形态得到社会学意义上完整的保留，构成了儒家建构世界的原

型。

陈明教授发言

梅谦立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西学东渐研究的近况》。他首先简单介绍了中山

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的由来，之后他从西学东渐中的哲学经典的整理注释、中学

西传中的儒家经典的二次翻译以及手稿报告及书稿的整理三个方向介绍了“西学

东渐”相关的文献整理和注释工作。

梅谦立教授线上发言演示文稿



孟巍隆副教授带来了题为《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报告。他针对如何让海

外学术界更有效的接受中国的文明与思想这一问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看法。第一，

避免“文化比较”变成“文化比赛”。第二，比较研究避免要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

思维习惯。第三，从雅和俗的差异中厘清文化著作的定位。

孟巍隆副教授发言

问永宁教授的发言是《古代中东与中国的文化互动》。他从自己多年的伊斯

兰教研究出发，讨论不同文化之间互动交流的历史特点。从“流溢说”“水晶球”“活

死人墓”“王船山性日升日成说”等不同案例出发表明不同学说之间的相互交融发展。

问永宁教授线上发言

第二场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王

建宝主持。本场研讨会共有四位学者发言，分别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

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恭让；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朝鲜半岛研



究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李红军；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和厦门大

学外语学院教授吴光辉。

程恭让教授进行了题为《佛教文明的交流性特质》的发言。所谓交流性在他

看来就是佛教跟其他的宗教和其他的文化会通之处。通过对于佛教交流性的辨析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佛教。他借助“善巧方便”这一概念，表现佛教的交流性特

质，即佛菩萨圣者与众生互动交流的中介，这是大乘佛教思想的重要特质。

程恭让教授发言

李红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韩儒学的关联性研究》。他以李栗谷《醇言》

为例说明韩国儒学在“性理学”立场上解读道家经典。同时又举郑齐斗为例说明“阳

朱阴王”这种理学传播特点在韩国的情况。这两者都表现了韩国儒学在自身发展

中的关联性特点。

李红军教授线上发言



高全喜教授的发言是《从近代法制史看中西文明碰撞交汇之关系》。他指出

要从古今之变的动态过程看文明互鉴，在普遍性、特殊性的复杂关系看文明互鉴。

而在具体的考察中，制度形态作为文明互鉴的载体，相比于思想文化具有优越性。

他还从制度形态的角度分析了近代法制史上的三波文明互鉴的潮流。

高全喜教授发言

吴光辉教授带来了题为《多元身份视域下的程顺则》的发言。他先向大家简

要介绍了程顺则其人及其《通航一览》一书。接着他从掌翰史、信息传递者、儒

学者三个方面介绍了程顺则的多面性，涉及以海域为核心而构筑起来的东亚政治

关系、东亚文人的交往网络和作为、儒学构筑的东亚文化关系等诸多问题。

吴光辉教授线上发言演示文稿

上午的研讨会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古典和现代”“现代性的反思”“进化与进

化论的差异”“儒学与社会变革”等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下午的工作坊首先举行了中心对线下与会学者的聘任仪式，华东师范大学哲

学系主任刘梁剑教授向学者颁发聘书，并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在下午研

讨会正式开始前，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箭飞向大家分享了自身治学经验，首先

她介绍了自己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的经历，这些经历为她后来的学术选择奠定

了基础。回国后，结合在贵州的具体考察，她发生了概念研究到田野研究的转变。

无论是以苏格兰风景学和旅游业的兴起为参照物分析贵州的发展进路，还是通过

驯鹿鄂温克人"逐苔藓而徙"的案例分析全球相似地带的不同民族对于风景感知

的差异都是这种转变下的产物。

随后进行了下午的三场研讨会。第一场研讨会由张箭飞教授主持。本场研讨

会共有四位学者发言，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台湾师范大学东亚

学系教授张崑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所所长彭正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海明。

系主任刘梁剑教授向专家颁发聘书

陈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宇宙论秩序到普世秩序：论沃格林对人类主体文

明“精神突破”的理解》。他从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论述出发，指出要开展一

种平行多元的文明景观，反对黑格尔的历史一元性。通过对精神与权力的分析，

结合沃格林“精神突破”、“历史书写”、“帝国政府”等论述说明从宇宙论帝国秩序到天

下时代直至后天下时代的发展脉络。



陈赟教授发言

张崑将教授的发言是《东亚儒者对“中华秩序”追求的乡愁》。他先对“中华秩

序”和“乡愁”这两个概念做了阐释，前者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后者包含文化

认同和政治认同。之后他进一步总结出朝鲜、日本和越南与中国在“中华秩序”追

求中的亲属关系类型，以及现代所呈现出的离心力的乡愁和向心力的乡愁，借此

提出中华秩序是否正在恢复以及如何恢复的发问。

张崑将教授线上发言大纲

彭正梅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谈谈尼采思想在中国教育学界的接受》。他的发

言从文化与文明的辩证关系问题引入，区分文化的地方性与文明的全球性。从尼

采在法国启蒙推进的背景下寻找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为例，表明对于文化自信的突

破。他还进一步指出文明不仅可以互相借鉴，还可以互相批评。



彭正梅教授发言

温海明教授带来了题为《从<坛经>的国际化看中华禅文化的世界秩序》的发

言。他首先指出国际学术世界中存在《坛经》虚无主义和六祖虚无主义的观点，

而造成这种观点的原因是西方研究方法和范式的错置。西方学者错误地以西方宗

教战争的关系套用南宗与北宗的关系，中国学者应该从哲学的角度在世界范围内

重建“现代化意义的中国禅”。

温海明教授发言

第二场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主持。本场研讨会共有四位学

者发言，分别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耘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应奇；湖

南科技学院二级教授、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张京华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肖清和。

刘耘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十九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形象变迁及其原因》。



他首先回顾了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不同于欧洲“中国热”中的看法，十九世纪

的德国思想家对于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不同的人物上来看，康德、赫

尔德、黑格尔都在各自的理论中否定中国。对于十九世纪德国思想界的这种变化，

他归结为他们发现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专制性。

刘耘华教授发言

应奇教授的发言是《人类尊严、人权谱系学与普遍主义问题》。他首先提问

人类尊严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为人权奠基？就政治思想史而言，“人类尊严”与“人权”

概念存在历史发展的不对称性。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罗曼、哈贝马斯以及约阿

斯的相关论述构成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表明从“奠基”到“补充”再到“刷新”的发

展。

应奇教授发言

张京华教授进行了题为《东亚文化交往中的相对性》的发言。他从越南汉文



燕行文献中表现的“夷夏观”、湛若水与安南君臣的酬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与盐谷温的著作权纠葛出发，表现在东亚文化的发展交互之中存在相对性，由此

他进一步讨论了国别、洲别等差异所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相对性。

张京华教授线上发言

肖清和教授的发言是《大数据与文明互鉴研究：以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

库为例》。他从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这个成果出发，以“三位一体”的检索

为例，说明在高度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时代，利用大数据、数字人文等技

术能更好地推动文明互鉴研究。

肖清和教授发言

第三场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应奇主持，本场研讨会共有四位学者发言，

分别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志伟；扬州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系副

主任樊沁永；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张立恩和湖北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磊。

陈志伟教授进行了题为《孟子学在海外》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对海外孟子

学研究的分期和一般特征做了简单介绍。在他看来，以葛瑞汉《孟子人性理论的

背景》为分水岭，海外汉学中的孟子学研究呈现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还进一

步阐明了海外孟子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对于海外孟子学的得失做了回顾。

陈志伟教授线上发言演示文稿

樊沁永副主任的发言题目是《徐梵澄先生对古今韦檀多学的译介和融摄》。

发言伊始，他就对大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徐梵澄先生的生平和著作以及他关心印

度哲学的缘由。围绕韦檀多古学的内容，他又介绍了徐梵澄先生在《五十奥义书》

《薄伽梵歌》译介中的成就。他指出韦檀多今学的采撷不能脱离阿罗频多和密那

氏，而徐先生在自身的相关研究过程中实现了精神哲学的融摄。

樊沁永副主任线上发言演示文稿



张立恩所长的发言是《杜预春秋观发微》，他对自皮锡瑞以来学界有关杜预

《春秋》观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的基础上，对杜预《春秋》观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他认为杜预与汉代公羊学家一样主张《春秋》为孔子所作，但在如何作《春秋》

的内涵的理解上则与公羊家不同。

张磊讲师的发言是《从养生学角度论朱子的静坐》。他从养生学角度重新审

视朱子的静坐，在儒门养生学的脉络中给静坐一个新的定位，认为朱子整合儒、

道养生资源，发展出以静坐为主的具有理学特色的养生理论，以此或可复全朱子

思想的全貌，据此又可检讨从严格道德主义进路理解朱子哲学的得失。

下午的研讨会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中国文明精神”“天人关系”“精神与自然”

“佛教的世界性意义”“佛教的现代化”等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工作坊最后，方旭东教授对整场工作坊进行了总结，他再次感谢线上线下各

位专家对工作坊的支持，感谢各位学者在报告交流中带来的新视野、新方法。他

强调，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前沿技术结合人文研究迫在眉睫，人文学者研究中

国文化、中国文明要回应这个技术时代的新兴问题。无论对文明取怎样的理解，

是中西印还是儒释道耶印回，当代人文学者都要有世界眼光，这样才能在坚持中

华文明主体的同时丰富壮大中华文明。

（华东师范大学吴越强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