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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 ·塔迪

奇的视频演讲，赢得了与会嘉宾和

听众热烈的掌声。“中国赋予了‘现
代化’新的内涵，为我们树立了榜

样，而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
因无法应对当代挑战，已使全世界

停滞良久。换言之，尽管‘现代化’

这一理论、愿景和实践起源于西
方，但我认为变革已经到来，它将

通过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而重
生、转型。”大家感慨，鲍里斯的观

点是如此犀利。他说，西方世界的
一大误解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应该

为自己考虑，调整与西方的沟通，
以达到西方式现代化的标准。这是

谬见。世界也应调整与中国的沟
通，惟有勉力相向而行，才能实现

互惠互利。西方在21世纪面临的挑
战表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因

此，中国无需迎合西方世界，而应
肩负起调整自我以更好助力世界

的历史使命。

听众的掌声，是因为世界上有
一大批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专家

学者，他们以公正视角着眼于人类
共同命运的理念，看清世界前行的

方向，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昨今
两天，中外专家纷纷通过线上线下

发表演说，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

了解，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
学术共同体。

愿将中国视为榜样
塞浦路斯欧洲大学校长科斯

塔斯 ·古利亚莫斯说，中国共产党

创造了一个繁荣、民主、和谐、富有
活力、文化先进、技术领先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中国。经过一百年的不
断奋斗，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带领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世界正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

不断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管理体
系举世瞩目。现代生态文明理念与

中国古代哲学相契合，也是显而易

见的事实。面对环境挑战，中国在
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成为
世界领先的大国和值得信赖、具有

包容性的战略伙伴。
来自克罗地亚的白伊维，现在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他说，了

解中国的改革不仅对中国很重要，
对世界其他地区也越来越重要。经

济发展的成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国
家将中国视为学习榜样，将中国发

展模式视为实现自己现代化和快

速发展抱负的灯塔。

改变全球治理体系
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竞争与

冲突？曾任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

物馆研究员，现为厦门大学社会与
人类学院教授的高畅说，准确的诊

断对前进时避免过去的错误至关
重要。技术变革的加速和人类更快

地跨越空间和文化的能力，使世界

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人们可以

从自己的视角，赞扬或批评当前的
世界，但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是对

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的误导和过
度简化。采用相对中性的概念，如

“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竞争”而不
是“文明冲突”，可以为最近的世界

历史动态提供一个大胆的长期视

角。最早的陆海“全球化”发生在明
朝郑和下西洋的印度洋世界体系

中，形成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欧洲航海业的发展带来了15世纪

末大西洋和印度洋世界体系之间
的联通，连接了欧亚大陆、非洲和

美洲。从那时起，地缘战略竞争成
为世界历史的新主题。

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
尼 ·恩格卡维尼表示，通往人类命

运共同体之路始于国家建设，必须
促进人民团结，为包容和共享的发

展铺平道路。世界需要改变全球治
理体系，使之更加平等、更加透明、

更加负责。

帮助世界快速复苏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

的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在演讲中说，

中国已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并在
2021年以较高增长率强劲反弹。中

国经济进一步开放将有利于亚洲

和欧洲的合作伙伴，帮助世界从新
冠大流行的衰退中复苏。反过来，更

多的外国贸易和投资将帮助中国提
高生产效率，保持经济健康增长。

捷克科学院全球化研究中心
主任胡北思说，中国基于特定的现

代化模式推出创新之举：全球化

2.0。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
的意义，在于开启一个全球互动新

纪元，在这个颠覆动荡的时代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正在提

供全新的模式，通过与合作伙伴在
互认基础上开展合作。“一带一路”

倡议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减贫和多
极化作出重大贡献。

首席记者 王蔚

中国赋予“现代化”新的内涵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纵论全球与中国相向而行

以“中国共产党 ·中国 ·世
界”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中国
学论坛，昨天下午在上海国际
会议中心开幕。对于“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这个举世关注
的重大命题，来自海内外的
150 多位学者从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及国际关系等诸多
领域，共同探讨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历程及其对中国和世界
未来发展的意义。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王蔚）在

昨天下午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
坛第一次大会上，“世界中国学贡

献奖”名单出炉。根据世界中国学
贡献奖评选委员会 78位专家的推

荐和投票，共有 3位专家获此殊
荣。他们是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

克莱尔学院院士鲁惟一，美国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荣休教
授周锡瑞，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

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叶嘉莹。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长期致力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
究，在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加

深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巨
大贡献。

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创设于
2010年，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推

动海外中国学发展，是当下国际中
国研究的最高奖项。2012年起增

设子项海外华人中国学贡献奖。迄
今这一奖项已有 22位获奖者。

在昨天的“云颁奖礼”上，三位
获奖者发表了感言。

周锡瑞———如果说我对中
国历史研究有任何贡献的话，要

完全归功于 1979年后中美两国恢

复学术交流。开放的大门使我得以

利用中国丰富的档案资源， 开展实
地调查， 最重要的是能够与中国同

行进行交流、并得到他们的指教。现
代交通、媒体、教育、城市化、国际交

流和政治文化的快速变化， 使今天
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完全不同。

作为一个现代学者， 希望我们能够

真正倾听对方的意见， 倾听对过去
的不同观点和解释。 我们应该寻求

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准确理解。

叶嘉莹———中国的语言源远

流长，我们不应该完全用西方的文

论，我们要坚持西方的新理论与中

国传统文论相结合。我记得哈佛大
学有个会议室挂了一副对联：文明

新旧能相益 心理东西本自同。 我
们人类， 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

人，心理上有基本相同的地方。

鲁惟一———自我与中国学者

合作伊始，已过去多年。 在此过程
中，我充分领略了他们对中国文明

史研究的贡献，正是他们的贡献大
大扩展了这一主题的研究。东西方

学者均从这些贡献中获益匪浅。

三位学者获颁
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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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上海博物馆奇妙夜迎

来一群特殊客人，他们是第九届
世界中国学论坛嘉宾。流连在“万

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
展”展厅、面对中国古代青铜馆展

陈的文物，嘉宾被传承千年的中
国传统文化迷住了。

创建于1952年的上海博物馆

是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最丰富的
博物馆之一，馆藏青铜器自二里

头文化至明清时期，形成完整体
系，其中还有许多流传有序、名扬

海内外的重器。导览人员重点向

嘉宾们介绍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束

腰爵、商代晚期小臣系卣、春秋早

期变形蟠龙纹鼎、春秋晚期牺尊、
西汉八牛贮贝器等代表性器物。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
院的博士生、研究员秦肯，看到

“蛟龙垂鳞纹鼎”想起了故乡肯尼
亚，那里也有5种动物跟中国的龙

一样受人敬重，分别是狮子、长颈

鹿、犀牛、大象和猎豹：“青铜器显
示出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看得

出中国保存文明、传播文化的巨
大力量！”

这个“博物馆奇妙夜”，嘉宾
每参观一段，都有上海民族乐团

的演奏家在相应画作前演奏。来

自巴基斯坦的明竺，在两位身着

汉服以箫和箜篌奏响《春江花月

夜》的演奏家面前，看得目不转
睛。“我喜欢这样特别的表演，这

里保留了大量文明的产物。在这
里，好像我也处于数百年前的空

间，非常奇特。这是我第一次在博
物馆空间内听音乐，这个经历太

美妙了。”
旋律节奏更为激越的筝独奏

《墨戏》在清代沈荃的书法作品

《楷书陆树声燕居课轴》前响起，
明竺十分好奇地询问上海民乐团

的演奏家：“你弹这个弹了多久？”
当得知这位年轻的演奏员已经有

20余年的演出经验时，她露出了
万分惊讶的神色。

秦肯对中阮《酒狂》演奏的理
解十分有趣，他认为，这样强烈的

节奏好似他所熟悉的西方爵士
乐，听了令人振奋，而音乐是没有

国界的，只有聆听者相通的感受。
他不由感叹：“要更多用民间的语

言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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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中国文化
美妙的视听享受

    世界中国学论坛
嘉宾度过了一个上海
博物馆奇妙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