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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长期以来，他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当今

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对话来消除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从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近日，《文汇报》记者在哈佛大学对杜维明教授做了

专访。 

  一、现在正是重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时候 

  文汇报：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并阐发新儒学。在 21世纪，我们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的儒学

传统？ 

  答：任何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都是复杂的，有精华，有糟粕。伟大的传统都是如此。

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批评儒学的时候，把它的糟粕用放大镜查找出来。儒学糟

粕的根基是假三纲、权威主义、小农经济意识和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些糟粕与现

代社会都不太相符。可是，儒家作为精神文明，在塑造中国人的人格和中华民族的心灵启

迪方面，每个人都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做人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宇宙乃至人

与天下的关系。这些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传统从正面意义来看就是历史的记忆，它是一个积累，也是塑造一个民族认同不可或

缺的。假如一个民族丧失了记忆或发生健忘症，认为过去的东西不堪回首，这是切断传

统。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传统内容非常丰富。中国从商周以来历史的记忆就很强。而现代

文化的传统因素则越来越少。现在看来，记忆的忘却使我们的创造性受到影响。以前认为

只要切断传统，向西方学习，向现代发展，我们的创造力就出来了。其实不然。在 21世纪

再回过头来看，如果开放不够，人文领域的创造性就会受影响。如果人文文化的底蕴不

够，也会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面对西方的挑战，现在正是我们重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

时候。 

  文汇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能

发挥什么作用？ 

  答：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是以儒家为主的文化，注重和而不同，强调通过各种不同方

式使社会和谐。即使有矛盾冲突，它也采取殊途同归以及协和万邦的方式，使各个不同阶

层和族群都能够和谐相处。和谐是一种复杂的管理，必要条件是异。这就如同烹调需要不

同佐料、绘画需要不同颜色、音乐需要不同乐器一样。 

  中国目前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处理各种尖锐矛盾，特别是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和民族

之间的矛盾，以及企业、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健康互动。构建和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机械

的社会整合，另一种是有机的社会整合。我们需要的是有机整合。这就需要沟通，其中最



关键的是要有各种不同的对话。对话是平等互惠的。在这方面，儒家的传统资源非常丰

富。开发资源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有智慧。 

 二、文化底蕴不够，经济竞争力不会强 

    文汇报：在日本和印度，文化人表面上看并不富裕，但他们的精神资源丰富，受到

全社会的尊重。我们的教育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重理工、商学、医学和法学，但是轻文

科，文史哲专业的毕业生出来找工作不容易。这种倾向对社会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 

  答：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如果从文化中国来说，不仅中国大陆，海外

华人社会很早以前就出现这种情况。文史哲研究需要有长期努力，而且一定要有相当高的

才华。不妨打个比喻：如果有医德和基本技术，外科医生对相同的手术可以重复做 1000

次，不需要很高的才华；但要成为作家，成为有创造的小说家，就要有才华。工程师可以

按部就班；但要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则要求很高。西方现在从事人文研究的，许多人都

是他们一代人中最杰出的，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都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 

  我觉得文化中国有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底蕴不太厚实，不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底蕴不

厚，而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底蕴不厚实。原因是很多人太功利，太现实。另一个问题是，在

价值领域从事研究的知识分子不够多。从文化角度来看，如果把文化中国最好的一批报纸

与美英日一批最好的报纸相比，比如与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英国的

《金融时报》以及日本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相比，你会发现，中文报纸的文化

信息量少，关注的主要是娱乐、企业、商业和体育。《朝日新闻》有许多卖书的广告，这

种情况在中国不多见。这是值得注意的。 

现在时兴把文化称作软实力。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文化底蕴不够，在纯粹的经济方面的

竞争力不会很强。 

  文汇报：作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您是如何向美国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国

人为什么能逐步接受中国传统文化？ 

  答：如果一个东西有内在价值，不需要宣传，不需要用扩大器来大为传播。一个文化

有自信和底蕴，是活的文化，就可以感染别人。宋朝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保持频繁的商业

往来，明朝时郑和下西洋，都是这种自信的表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国家，当

时力量很大。 

  儒家有许多内在的资源。我在中学就接触儒学，我相信它的内在价值，花了大部分时

间去了解它。在西方，通常是通过对话来了解另一种文明的。我同西方的神学家、哲学

家、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家通过对话形式，或通过学术会议做报告的形式，来向他们介绍儒

学。对话事实上是很艰难的，需要我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儒家在

有些地方从表面上看与西方文化有冲突，但双方可以互补。比如在新教文化里，不管人家

对你怎么样，你都要对人家好，基本上采取了类似儒家“以德报怨”的态度。 



  我从上世纪 60 年代来哈佛教书。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一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不仅对儒家传统耳熟能详，而且还把它当作创造性的哲学思想，所以，它也被称做波士顿

的儒学。波士顿的儒学家都是基督教的神学家，他们注重研究儒学的基本价值，比如礼、

修身、人际关系。由于西方社会太突出个人主义，波士顿的儒学家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弥补

西方资本主义的缺陷。我不是说可以用中国传统的东西来救西方，但儒学与西方对话的可

能性慢慢有了。儒学与西方进行真正平等互惠对话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出现了。 

  三、21 世纪更注重人的终极关怀 

  文汇报：儒家的价值与西方的价值有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冲突？ 

  答：从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以后出现了许多以儒家文化为终极关怀的大思想

家，如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马一浮和冯友兰。这些思想家都考虑如何改变儒

家价值与西方的现代价值不同的地方。他们试图改造儒家的阴暗面，这是一个时代。以

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大陆非常曲折，几乎没有发展。在港台地区有一些代表人物，如牟宗

三、徐复观、唐君毅、钱穆等人。 

  儒家文化精神与现代化有什么相互关系呢？我认为，现在是双方健康对话的时候了。

可以借助儒家广义的人文精神对西方现代化最有说服力的启蒙心态进行同情的了解和批判

的认识。启蒙的价值突出自由，儒家则注重公义(正义)；西方重视法治，儒家则注重礼

让；西方突出权力，儒家则注重义务和责任；西方注重个人主义，儒家则比较讲究社会的

整合；西方强调理性，儒家则重视同情和恕道。 

  文汇报：美国各大学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孔夫子为什么在美国非常出名？ 

  答：孔子学院实际上是比照德国的歌德学院，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专门在世界

各地推广汉语教学。国内几个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一些汉语教师被请去教汉语，因为美

国人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思想有兴趣。美国马里兰大学第一个建立起了孔子学院。全世界现

在有 200 多家孔子学院，因为大家慢慢有了这个需求。我希望孔子学院不仅要面广，而且

要深，不仅介绍中国语文，而且介绍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 

  文汇报：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如何看？ 

  答：前几年，美国人文学者联谊会为我颁发终身成就奖。此前获该奖的包括研究生物

伦理的埃德蒙·威尔逊，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我获奖时有个感触：现在

要走出凡俗时代，就需要 21 世纪的宗教和文化认同进行大调整，如果不重视宗教，社会

就很难和谐。这里所说的宗教，也就是人的终极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