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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
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
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
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
，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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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挑战了以往有关中国与西方之关系的思考。
根据两位作者的看法，不能假设未来那个现代化了的中国从本质上也将是西方的；同样，不能假设惟
有向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转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才有增进人权和自由的希望。
    本书认为，有可能逐渐主导21世纪全球文化的中国，将不会是一个属于日渐粗俗之个体的社会，也
不会是西文企业家已经开始在梦想的网景或麦当劳的主题公园。
相对于目前大多数西言人的怀疑而言，中国人有可能维持远为丰富的传统特征，并将在很大程度上依
据自己的条件进入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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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Roger Ames)  前者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已故；后者为夏威夷大
学汉学和比较哲学教授。
两人数十年来通力合作，对中国哲学与文化进行解释性研读，并利用其研读成果重新翻译了数种中国
经典文本。
此外，两人还把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经典理解，带入了对迅速变化之中国的未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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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这种种方面，乃是当代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时的中心和焦虑所在。
然而，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危机不断加深，预示着一种远为丰富、更为复杂的“现代条件”，它所
带来的后果也要超过以往。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包括中国，如果忽视更为广泛的文化装备，那将是愚蠢
的。
这些文化装备与现代冲动的起作用的成分相联系，而且还在其中占有固定位置。
因为这些互相联系的方方面面，有的就含有瓦解的潜能：认为中国虽已染病，但西方开的这副药却更
有毒性。
　　中国过去就老是这样来审视问题，搞现代化三心二意，并在这个过程把所有的西方影响形式都拒
之门外。
但是，由于一系列与当今世界形势相关联的原因，看来现在中国除了实行现代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无论可能带来什么风险，情况都可能只是如此。
然而，这种现代化事业的成功依赖于一种认识，就是中国人与盎格鲁一欧洲人都认识到，“现代性”
本身的概念已经受到质询。
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文化批评家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今资本主义、民主和技术制度的种
种形式似乎有希望给中国带来机会，使其再次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但是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大的
可行性？
　　过去中国人与西方世界的接触是被强迫的，是通过宗教与商业的手段实现的。
这种情形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
但是一般说来，当这种情况变得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生活方式时，中国人就会有采取一致行动的要求，
这时西方就被迫退让，而这又往往是在中国人付出很大代价后实现的。
目前，一个觉醒的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力量能更好地应付西方化的几个起作用的因素。
因此，西方要重演过去的历史可能性就减小了。
中国绝不可能被驯服成完全听从西方，任其宰割，必须有一种双方的相互适应。
　　中国这块土地有着许多的围墙，这些围墙合起来使中国好似一座“世界的中国城”。
在16世纪和17世纪晚期西方教会初次与中国人接触时，那些基督神父越过天然围墙：山脉、沙漠、大
洋。
到达中国后发现自己处在另一座更为顽固的文化围墙之中，致使传教使命受阻，而这个文化的设定与
价值观将是这些神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永远难以攻破的。
由泥石砌成的、蜿蜒于中国各个地区的城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此我们都很熟知。
然而就是这些城墙成了中国地理上、文化上与世界隔绝的永久性象征，成了其一直坚持的自给自足目
标的永恒象征。
尽管西方国际主义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其中包括慈善与其他的内容，但是中国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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