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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东方》的编集直接起于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在一年前“
中心”向旅外学者发出的征文启事中已经有所表达：“中心所企目标之一是成为联络海外中国学者同
人之桥梁，交流互动，以共同促进中华学术文化之发展。
”　　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新千年之初即两年前的五月。
当时我得到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的科研资助，承担实施编译出版《冈村繁全集》（全十卷，
概要参见《人文东方》所收俞慰慈博士专文）的任务。
在中国翻译出版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全集尚乏先例，它在某个层面上标示着中国学术文
化研究面向海外发展的一个小小跨步。
我把这个任务的意义理解为不仅在于翻译介绍《冈村繁全集》，更在于它所提示和强调的一个国际化
发展方向——海外的中国学术文化需要进一步纳入本土视阈，本土的学术文化需要更多的海外传播回
应。
因此，如何借助这笔有限的科研基金以充分发挥其效用，便成为我实施该项任务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
和共时目标。
为此需要建立一个操作平台，需要联络集合志同道合者和热心支持参与者。
赖我的博士学业导师王元化先生（本“中心”首席顾问）的鼎力扶植和我所在学校部门的支持，该年
次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人文东方》的编集意图亦由此萌发。
　　《人文东方》所收论文的作者主要为中国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旅居海外并学有所成的人文领域学者
。
中国开放以来出国留学者众多，他们或学经济科技，或读社会人文，无论他们学成后作何选择，由于
与祖国大陆的天然联系，其工作和研究客观上构成了广义的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部分。
以管见所及，迄今国内对于出国留学攻读社会人文者群体的关注明显少于对出国留学攻读经济科技者
群体的关注。
如果说精神文明的建设与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所不可偏倾的一翼，如果说中国
学术文化的价值早已不囿于本土域内，她的发展也同时是旅外学者的期盼和追求，如果说在全球化格
局中海外学者的传播和研究正在构成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部分，并且可能起某种特殊参照或
借鉴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比以往更多更自觉地关注海外的中国学术文化状况，尤其是关注与祖
国有天然联系的旅外中国人的中国学术文化研究。
《人文东方》主要以中国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旅居海外并学有所成的人文领域学者为收录对象，期望借
此从一个侧面展示旅外中国人文学者这一群体的本土情愫与学术风貌。
　　旅外中国人文学者由于他们出身中国文化的背景，这种背景通常构成他们在异域生存攸关的
“identity”（身份性质），他们对祖国文化潜在着一种中国本土学者未必能够同样深切感受到的挥之
不去的母体情结；对于他们，研究中国学术文化通常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或职业的技能操作，而同时带
有文化认同和身份确证的或潜在或自觉的意识。
因此，即便是在与本土学者似乎以同样方式讨论同样论题，即便是这种讨论似乎并不直接涉及价值问
题，从作者主观方面言之，其阐说可能包含着超出中国本土学者所感所论的意蕴；从论著客观方面言
之，同样的论题在异域环境中的提出，其本身意味着中国学术文化引力场的世界性延伸。
这两者都理应受到中国本土学术文化界的重视。
　　由于身处异域的文化环境和在异文化环境中的研读积累，旅外学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较之中
国国内大部分学者一般具有直接、本真的跨文化视阈的特点。
一方面，当一个在异文化环境中呼吸生息的主体考察中国学术文化论题时，他的考察本身已经直接构
成一种跨文化活动。
他的考察可能不仅包含着对不同文化之差别的知性思考，而且包含着对不同文化之差别的感性体验，
后者是困于本土文化环境中的人所不易具体感知的。
由于这种感性体验的浸润，他在知性思考层面可能更具有某种“跨文化比较”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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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如当代不少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文化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本真的跨文化视阈意味着需要掌握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
在《人文东方》所收以中文表述的论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不仅诸多论题具有直接的跨文化性质，而且
诸多论者所据以论证的资料来源是跨语言的。
这种文本形式上的跨语言性质显示出旅外学者学术风貌的某方面特征。
从中国本上学术文化研究的角度视之，这种特征未必不同时包含其某方面短处，但至少对于中国本土
有兴趣于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的研究者，它应当具有启迪意义。
　　一年前曾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演讲的欧洲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著名的“语言交往理论”中指
出：文化由人际交往而产生，文化赖人际交往而延伸。
在不同文化背景者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的所谓“后现代”中，每个文化主体都需要增强各自的“主体
间性”。
这一时求预设了两个前提：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各种主体文化不可能也不需要消解自己的特殊
性；另一方面，各种主体文化必须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沟通吸纳共存。
如果说中国学术文化在全球化格局和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增强自己“主体间性”的话，那么，旅
外学者由于其直接所处的跨文化背景，他们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视角方法乃至观点等，较之中国本土
学者可能更易于具有“主体间性”的特点。
有所呈示这一特点也是编集《人文东方》的意图之一，虽然这种“主体间性”对于有些中国本土学者
可能引起暂时的“陌生”感。
　　《人文东方》选收论文较多涉及中国古典文化领域，这除了出于编者的古典学术文化旨趣外，也
与中国学术文化在海外被传播研究接受的一般倾向有关。
据编者经验和管窥所见，整体而言，海外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倾向于重视古典和历史领域。
其具体表现为：旅外学者在海外大学获任教或研究资格者以具备中国古典学养根基者为多；海外中国
学的一些重镇多为重视中国古典文化方面（例如欧洲汉学、日本京都学派、美国哈佛燕京学院等）；
即便是在海外对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的研究领域，其中成就卓著而有影响者也多为对中国古典文化有
深入理解把握者；海外在现代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顶尖人物，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反而多有超出现
代一般人常识的珍视和认同（这可以从《杨振宁文集》等海外著名科学家的著作中见出一斑）。
主要分布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大都有重视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我以为这一现象本身
当也值得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本土学术文化界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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