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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有个纪念日叫“世界厕所
日”。而且，2023年11月19日，已经是第11

个“世界厕所日”了。
关注到这个冷知识，因为一篇新闻报道：

为进一步推动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和建设城
市儿童友好空间的重要任务，今年以来，上海
市公厕管理与服务行业累计完成227座环卫
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1003座环卫公厕实
现24小时开放，还优化完善了“上海智慧寻
厕”微信小程序。
公厕虽不起眼，但人有三急，出门在外，关

键时刻找到一座公厕，特别是能找到一座24小
时开放的公厕，有时真的是能“救命”的事。

在上海，看上去不起眼却实实在在能给
老百姓带来获得感的事，还有不少。
比如，前几天去一地采访适逢饭点，顺便

在社区食堂“蹭”了一顿饭，大排长龙的人气
令我吃惊，操作台上堆积如山的外卖更让我
震惊。着实没想到，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便
民服务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连社区食堂都可
以叫外卖了。比大多数饭店实惠的价格，再
加上便捷的服务，简直称得上是外卖界的新
“卷王”啊！

还有一则新闻，也如深秋中的暖流，让人
感受到城市温度的闪光细节。

27岁天津小伙自驾来上海求职，为了节

约开支，在奉贤“上海之鱼”畔的青年艺术公
园露营了一个月，每天起床后还来一杯手冲
咖啡。这期间，不仅没人驱赶，保洁阿姨还常
过来跟他唠嗑、帮他收拾垃圾，让他感到：“上
海这座城市很包容”。
小伙能在公园露营一个月，包容的管理

方式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现在上海
越来越多的公园实现24小时开放，这背后隐
藏着许多不为市民游客了解的管理细节。例
如，夜间要加强流动巡查，公厕要同步24小时
开放，靠近居民区容易产生扰民问题的区域
要在夜间暂时关闭，园内还要加装摄像头
等。总之，要让市民游客感知城市温度的闪

光细节，其实是由许许多多精细化管理的细
节共同成就的。
人们常说，“于细微处见精神”，城市管理

的温度，也往往体现在一些细节上。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而一座令人向往的城市、让人流
连忘返的城市，一定是细节饱满、传递温度的
城市。生活其间，让人感受到暖意、惬意和诗
意，“彰显美的追求、高的颜值、暖的表情”。
上海，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首发

地。人民城市，应该让人民感受到如沐春风
般的温度。高效能的治理正不断助推上海的
高质量发展，不断助推这座城市的人民共同
创造和享受高品质生活。

温暖的城市，闪光的细节
孙 云

世界研究中国的热情由来已久。在西

方，研究中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13世

纪马可 ·波罗时代，就出现了汉学研究，以

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到20世纪中叶以

后，汉学逐渐被“中国学”所涵盖，扩展至近

现代中国的政治运作、经济政策、科学技术、

外交战略、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问题，世

界各国纷纷诞生各自的中国学研究流派。

而世界中国学，则是立足于汉学、中国

学的基础上诞生的第三种中国研究学术形

态，这个概念2004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

办的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正式提出，并

被广泛接受。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沈桂龙告诉记者，伴随

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

发展，“中国”日益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的热词和海外各界竞相研讨的焦点。

近年来，除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传统重

镇，如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和法国、俄罗

斯、美国等欧美国家外，原本对中国研究较

少的亚非拉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

研究中国。中国学研究已日益显示出真正

意义上的世界性，从小范围的专业学科，逐

渐成为了备受公众关注的一门“显学”。

世界中国学，吸引世界目光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23日至24日召开

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400多位
中外嘉宾将围绕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开展坦率、深入交流

11月23日至24日，以“全球视野
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的
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将在上海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届时，400多位
中外嘉宾，将围绕中国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开展坦率、深入的交流对话。
18年来，上海举办了9届世界中

国学论坛，如今因为世界中国学大
会 ·上海论坛的召开，再度吸引世界
的目光。

在大会召开之前，围绕读者朋友
关心的三个问题：何为世界中国学、
为何要举办世界中国学大会、研究世
界中国学意义何在，本报记者采访了
多位专家学者。

本报记者 李一能

专家认为，研究“世界如何研究中国”，

对于我国自身也非常重要。世界中国学的

研究，目前以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

外交等议题为主，其观点和结论会深刻影

响到国际社会对于当今中国的认识以及各

自国家的对华政策。就此而言，世界中国

学有助于中国自身认识到中国与外部世界

之间的认识差异，做到“知己知彼”，有助于

主动采取行动，化解彼此间的误会

与误解，减少冲突，为中国

的和平发展

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于世界而言，研究世界中国学同样

可以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带来启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美洲大洋洲

中国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焦世新认为，历

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不仅极大推动了人类文

明的历史进程，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迅速

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探索出一条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在一个人口规模

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道路。

以当代中国为关注重点的

世界中国学，通过对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和中国道理的深入分

析和研究，一方面，可以为广大后发国家实

现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

提供借鉴，推动人类发展事业的进步；另一

方面，也可以消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

崛起中的中国的误解和忧虑，推动人类和

平事业的巩固。

为了使作为“外国学”的中国学研究变

为“中外互鉴之学”，近年来，世界中国学界

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上

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委宣传部部长

吴雪明表示，以世界中国学论坛为例，该论

坛2004年创办于上海，当时旨在通过这个

常设的论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

中国更深入地了解世界，进而推动全球范

围内方兴未艾的中国研究向纵深发展。截

至2021年底，共有2741余人次的中外学人

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其中近半为海外代

表，覆盖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

个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

此外，文旅部从2016年开始，与全国各

地联合主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为海外

从事中国研究的青年学者搭建一个研究和

合作的平台，推动海外青年汉学家和中国

的青年学者一起共同成长。不久前的11月

13日，2023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开

班，22名青年汉学家正在上海身临其境了

解中国式现代化，而他们也很可能成为未

来的世界中国学专家，向世界展示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

虽然数百年来，世界研究中国的热情

日益高涨，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较为突

出的是，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植根于各自

的精神传统，各有自己的学术语境和学脉

传承谱系，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彼此间往

往存在明显差异，不免互为“他者”，各说各

话。而在解释中国的世界学术版图中理应

拥有更大话语权的中国，却未能充分发挥

应有作用。

沈桂龙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提倡和推

动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特别是本土中

国研究与海外中国研究的相互沟通、交流

与对话，并在这种沟通、交流与对话中，减

少误读，化解歧见，凝聚共识，不但必要，而

且紧迫。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权衡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三届

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

会贺信中，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

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即将

举办的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正是旨

在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对于促进世界范围

内中国学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深化中国

学研究主题，开展全球文明交流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

在这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

台上，各国中国学家们将深入探讨中华

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积极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

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在更深层次上

推动全球更好理解古代中国、认识现代

中国、把握未来中国，让世界知道“学术

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

作贡献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