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西方文明整合中先行一步
———迈向 21 世纪的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思考

ù 高齐云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510275)

　　在考虑迈向 21 世纪的广东精神文明

建设时 , 必须首先把握 21 世纪精神文明

将要形成的根本性特点。简要地说 , 21

世纪的精神文明既不是西方文明战胜、

取代东方文明 , 也不是东方文明战胜、

取代西方文明 , 而是伴随和适应经济全

球化的趋向和过程 ,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

明在不断的矛盾、冲撞、磨擦中整合 ,

形成新型的世界文明。迈向 21 世纪的广

东精神文明建设 , 应该认清、适应这个

根本特点 , 在实现东西方文明整合中先

行一步。这也是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增创

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 应该认真抓紧

抓好。

充分发挥优势 , 多渠道、多侧面地

吸取西方文明
吸取西方文明 , 是实行东西方文明

整合的第一步。在这方面 , 广东具有自

己的优势 , 应该充分发挥。首先 , 广东

具有吸取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中国近

现代史上 , 广东思想家郑观应最早提出

“睁眼看世界”, 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思

想。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政治家康有

为、梁启超、谭嗣同等 , 吸取西方文明

并加以应用 , 力图对中国封建主义制度

进行改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

行者孙中山 , 在形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和

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 , 都吸取了西方

文明。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 广东

人民应该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 更

大胆、更有效地吸取西方文明。其次 ,

广东具有吸取西方文明的地缘人缘优势。

广东毗邻国际化都市 ———香港 , 香港是

东西文明的交汇点。在国外有许多祖籍

广东的华人、华侨 , 他们本身对东西方

文明具有深刻的了解 , 又对故国、故土

具有深厚的情谊。

2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 , 对

外开放必须由点到面 , 从多侧面到全方

位。对西方文明 , 也应该由点到面、从

多侧面进到全方位的吸取。当然 , 根据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对西方文明的吸取 ,

应该突出重点。但是 , 决不能把“重点”

变为“一点”, 更不能由此自设禁区 , 作

茧自缚。应该看到 , 这方面还有不少禁

区 , 需要不断解放思想 , 予以冲破。禁

区之一 , 是“西方意识形态不能吸取”。

其实 , 只要尊重事实 , 具体分析 , 这个

禁区是不攻自破的。马克思、恩格斯创

立的马克思主义 , 诞生在西方世界 , 主

要源于西方文明 , 产生时是西方文明的

组成部分。由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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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到东方 , 同东方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

在东方某些国家生根、开花、结果 , 陆

续形成、发展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 才成为东方文明的有机组

成部分。这过程中 , 就经历了矛盾、冲

撞、磨擦、融合。可以说 , 这是东西方

文明整合的典范。又如 , 1998 年 10 月 5

日 ,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

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公

约》包含的关于人权的基本思想的承认。

人权概念人权理论主要源于西方文明。

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 1789

年 8 月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宣布的。《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涵、体

现了人权理论的这些基本思想 : 1、人权

的自在性 , 即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作为人的权利 , 所谓“天赋人权”就是

这个意思 ; 2、人权的普遍性 , 即人权是

每个阶层、阶级、民族、国家的人都应

享有的权利 , 除非因犯罪而被剥夺某些

权利 ; 3、人权目的的自我性 , 即人权的

目的在于人本身 , 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

保证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 ; 4、人权涵

义的一致性 , 即人权的基本涵义是一致

的 , 除了生存权、发展权之外 , 还有思

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

由、迁徙自由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在人权问题上达到一定的共识 , 这也是

东西方文明矛盾、冲撞、磨擦、整合的

成果。

由此可见 , 要发挥优势 , 多侧面、

全方位地吸取西方文明 , 关键在于不断

解放思想 , 大胆冲破各种禁区。

互相改造相互交融 , 是东西方文明

整合的实质
广东在东西方文明整合中 , 创造过

“有所吸收 , 有所排斥”的具体经验。在

当前新形势下 , 应该有新的探索新的创

造。在东西方文明的整合中 , 是仅仅东

方文明改造西方文明 , 还是东方文明与

西方文明相互改造 ? 这是我们必须进一

步解答的新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

理论界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 , 是对于中国文明、东方文明

本身的认识不一致。有人认为 , 与西方

文明比较 , 中国文明、东方文明优越于

西方文明 , 因为当代西方文明实质上是

资本主义文明。所以 , 应当用中国文明、

东方文明改造西方文明 , 才能实现东西

方文明的整合。我认为 , 这种看法值得

商榷。从一般来看 , 各种文明都是自身

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 都受所处社会历

史条件的制约 , 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优势和劣势。从具体来看 , 可以说当代

西方文明主要是资本主义文明 , 但资本

主义文明并不等同于“腐朽文明”、“反

动文明” (如果有这类文明的话) ; 当代

中国文明还不能说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文

明 , 新型的社会主义文明正在生成中 ;

即使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文明 , 也必然具

有自身的长处与短处、优势和劣势。我

们应该看到 , 由于东方社会 (包括中国

社会) 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的制约下 , 没

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 东方文明

(包括中国文明) 主要是在小生产的基础

上和封建主义制度下形成的 , 具有相当

浓重的封建主义和小生产的内容、烙印。

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大生

产和封建主义小生产相互比较 , 前者是

进步的 , 后者是落后的。如 , 东方文明

的自闭、自诩、自大的特性 , 正是封建

主义和小生产的产物。中国的封建王朝

自诩为“天朝”、“上邦”的思想观念 ,

广泛地影响着普通民众 , 给中国文明打

下了深厚的烙印。当前 , 在某些人中盛

行的 ,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

的世纪”的看法说法 , 正是上述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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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还有 , 封建的专制制度、家长制

观念、人身依附思想 , 在中国文明、东

方文明中 , 同样留有浓重的遗迹。在当

前亚洲某些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及其处

理中 , 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封建遗迹的

表现。因此 , 我们只能得出在中国文明

与外国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整

合中 , 前者同样需要改造。

其次 , 对实行东西方文明的立足点

理解不一致。许多国家在建设自己的社

会文明的过程中 , 都实行本国文明与外

国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整合。

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 , 各国确

定文明整合的立足点亦有所不同。我们

进行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东方文明和

西方文明的整合 , 应该确定怎样的立足

点呢 ? 有人认为 , 应该以中国文明为立

足点 , 说“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并不

是没有道理。既然以中国文明为立足点 ,

当然主张用中国文明去改造外国文明。

我认为 , 在不同文明的整合中 , 不能以

其中一种文明为立足点。其理有二 : 一

是以某种文明为立足点 , 就会忽视、脱

离进行文明整合的一定的实际需要 ; 二

是以某种文明为立足点 , 往往会忽视以

至掩盖这种文明的短处和弱点。我们现

在进行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东方文明

与西方文明的整合 , 是出于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因此 , 应

该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作

为文明整合的立足点。根据这一实践的

需要 , 既要对西方文明、外国文明进行

改造 , 也要对中国文明进行改造。

互相改造相互融合 , 是东西方文明

整合的实质内容 , 这是应有的结论。

抓住重点 , 是广东实行东西方文明

整合的迫切课题
广东要在东西方文明整合中先行一

步 , 必须突出重点 , 抓住战略性而又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 , 必须打破禁区 , 大力开展中

外合作兴办高等教育和高新科技研究。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 , 广东缺少重工业基

础 , 国内轻工业 (特别是广东作为优势

的电子工业) 竞争十分激烈 , 金融业的

国际合作经营阻碍重重。因此 , 确定科

教兴省 , 无疑是正确的。关键是对此要

有高度的危机感紧迫感 , 拿出有力措施 ,

大抓狠抓。但是 , 在这方面确有许多禁

区。诸如 ,“教育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教育关系培养革命接班人”、“高新科技

涉及国家机密”等等。其实 , 这些禁区

是片面地夸大其中个别要素而炮制出来

的。只要在实际工作中注意掌握 , 并不

会发生这样的事。广东的高等教育和高

新技术研究要实行三个“开放”: 一是对

私人开放 , 兴办私立高等院校和民营科

研机构 , 后者已经有了 , 但还很不够 ;

二是对其他优秀高等院校开放 , 欢迎到

广东办分校 , 或与广东高校联合办学 ,

但应是实在的 , 而不是挂名 ; 三是对国

外开放 , 与国外优秀高校、科研机构、

基金会等联合兴办或由它们独立兴办 ,

这是最重要的一类 , 应该大力抓好。必

须承认 , 发达国家优秀的高校、科研机

构的管理、资金、设备、经验和总体水

平 , 都比我们相关单位高。

其次 , 必须解放思想 , 大力发展信

息网络 , 增大对国外信息的吸收量。大

力发展信息科研和信息产业 , 是广东增

创新优势的重要方面。但是 , 这必须有

巨大的社会需求的拉动。目前 , 信息网

络用处不大 , 网络用户很少。主要是各

个信息网络画地为牢 , 网上国外信息流

入量很小 , 限制了信息网络作用的发挥 ,

影响用户和潜在用户的积极性。这个问

题的解决 , 仍然要解放思想。不要害怕

群众“受影响”、“被演变”。我们虽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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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唯我论”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ù 高秉江
(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430072)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维护其

自身利益及生存与延续的自然本能在价

值评判和社会实践上的一种理论表现形

式 , 其深层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唯

我论”和个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

义”不过是将“唯我论”的认识和价值

评判基点从单数第一人称“我”扩大到

复数第一人称“我们”而已。因此在社

会实践意义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

在理论上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唯

我论”是一致的。“在西方社会里 , 个体

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哲学”, ①叔本华称

“唯我论”是躲在攻不破的堡垒里的疯

子。②“唯我论”是否能在理论上被突

破成了我们是否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的关键 , 我在《从中西文化比较看超越

人类中心论的可能性》 ③一文中试图从

东方文化的老庄思想中寻求某种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的启示。近现代西方文

化及哲学在越来越强化其自我主体性功

说“相信群众”、“尊重群众”, 但往往停

留在口头上 , 处理工作却是另一回事。

应该相信群众具有基本的鉴别能力 , 能

够分清大是大非 , 不要再搞蒙昧主义。

既然要赶上信息革命 , 就应从多方面、

多层次、多环节下功夫 , 不要自己多设

关卡。如果解决了上述问题 , 再采取一

定的措施 , 鼓励私人购用个人电脑 , 积

极开展网络活动。这样 , 一可以扩大信

息产业的社会需要量 , 二可以提高群众

的文化科技素质 , 三可以促进中外文明、

东西文明的交流、整合 , 可说是一举数

得。

再次 , 扩大群众外访外游的渠道 ,

引导群众在外访外游中增强文明交流的

自觉性和份量。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 ,

先富的地区和个人日益增多 , 人们要求

外访外游的愿望日益增大 , 这是正常的

现象。然而 , 现在这方面的渠道还很少

很小。外游主要是去东南亚 , 去美欧要

通过外访。总之 , 这方面还不能适应群

众的要求 , 应该加以解决。还有 , 在组

织外访外游者学习方面 , 过去只着重讲

遵守有关纪律法规 , 现在应该增加讲解

如何自觉学习、吸收国外文明的有益成

分 , 以自身言行宣传中国优秀文明。从

长远来看 , 这对扩大、增强中外、东西

文明交流 , 具有潜在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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