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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对话29辑 （“跨文化》

内容概要

本辑继续探讨中国崛起问题，以话题“中国傲慢吗？”起始，引出一系列回应文章。本辑重点栏目为
“复杂性思维讨论”，介绍了法国当代杰出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思想。弗朗索瓦于连是一个极有创意
、并引起很多争论的法国哲学家兼汉学家，本辑围绕他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进路，以及他给法国学术界
提供的开拓性启发和所引起的争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一组很有意思的文章。
“文学与思想史”是本辑新辟的一个栏目，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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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专稿
中国傲慢吗？
罗马特讯
跨文化宣言
专论
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与会通的一种可能趋势
学者访谈
欧洲归来话思虑——我们可否设想回到原状？
复杂性思维讨论
论莫兰的复杂性思想之“道”
复杂地行动与思维——我们时代的方法论
改良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启蒙时代的训诫
对话，或二重逻辑——关于莫兰复杂性思维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拉尔扎克：漫长斗争中行动与思考的集体艺术
弗朗索瓦·于连研讨
论多元文化：语言的差异——思想的资源，或如何酝酿未来的对话
方法与阅读——弗朗索瓦·于连与阐释中国哲学
间与通道——论于连如何将差异哲学转变为文化间距的哲学
扰乱和观点——关于于连的研讨会和访谈
方法论研究
“占卜学”对“神学”、“表意文字”对“拼音文字”
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
游戏·博弈·侨易
中国对他者的期待视野——《阿含经·游行经》汉译接受刍议
诗学研究
检讨“共同诗学”
也谈“共同诗学”
古典西学的“原初事实”——亚里士多德《诗学》在当代中国的接受与现代
性问题
古典新读
歌德的《浮士德》：诗与哲学的交汇
自然法、契约论与内圣外王——儒学社会学的观点
《伊萨奥义书》：印度智慧的基石
自然与礼法：《周南·汉广》试读
文学与思想史
主持人语
在“文”与“道”之间
“文学”的解放
“绝对隐喻”——文学与思想的中介
关于古代“立法诗”的几点感想——兼论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批判瓦罗
的方法问题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主持人语
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及其学科价值
中法文化(文学)交流史中对话文体谈片——以费讷隆《苏格拉底和孔夫子的对话》为例
从《约翰中国佬信札》看“东方信札”体裁作品与中国主题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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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使臣与西方文学——对钱锺书先生一个学术观点的修正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场域的“写意”戏剧观
拜伦想象的中国与中国人想象的拜伦——从灾难史的角度切入
说东道西
美国西岸作家的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
汉学家梅维恒印象
冥想修行和灵魂之爱——宗教诗歌中的“神婚”主题
要籍时评
文化的血脉——《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评介
基尼亚尔与其中国影子的自我认同
信息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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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张沛教授在《文学的解放》一文中所做的精辟分析则告诉我们，即使在西方，这种所谓“文学
的独立”也事实上并非古已有之。黑格尔意义上的“艺术终结论”便是其重要的哲学基础。“黑格尔
所说的‘艺术，包括文学在内，因此‘艺术’的终结同时就是文学的终结。终结后的文学何为？　　
答案是‘自为’：终结后的文学只能是自为的文学。所谓‘自为’，即以自身为目的。以自身为目的
或‘自身合目的’的文学不再以‘精神，及其在时间中的展开即‘世界历史’的目的为目的，因此是
根本无目的的。自身合目的而根本无目的，这正是现代‘文学’的吊诡之处，也是它的症结所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沛认为，“文学的独立”事实上变成了“文学的隐沦”。　　因此，与其说从
学科分际的意义上研究文学是一种“进步”，不如说这一现代性事件本身就已经包含着某种缺失和危
机。作为现代学科体制中的一员，倘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意义上，
所谓内部研究具有足够引起高度重视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无疑还更应该看到，上述内外之别事
实上至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毕竟，真空中没有文学，我们不应该也无法真正做到对文学的“活体解
剖”。　　而更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单纯的学科意义上的。　　文学的“自为”，文学与思想和精神
的分离，文学与“世界历史”的疏远，既阻断了我们理解文学之整全的可能性，也阻断了我们透过文
学理解世界之整全的可能性。　　用胡继华教授在《绝对隐喻——文学与思想的中介》中的话来说，
文学与思想二者完全不是互相从属的关系，而是一种“绝对隐喻”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
仅意味着，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莎士比亚既是文学家，也是不可多得的思想家；也不仅意味
着，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之国中常常有索福克勒斯、歌德、荷尔德林出没于其中；甚至，
这也不仅仅意味着，莱辛既是德国现代戏剧之父，既写作《智者纳坦》、写作《恩斯特与法尔克》，
也写作《论人类的教育》，而卢梭则既是《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作者，
也是《爱弥儿》、《新爱洛漪丝》和《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沉思》的作者。　　我们当然必须知道这
些。必须学会用阅读诗和戏剧的方式阅读通常所谓的哲学论文或思想文本，甚至必须学会不放过《战
争与和平》结尾那些枯燥的历史哲学段落，并了解海德格尔在《路标》中如何解释柏拉图的“洞喻”
⋯⋯但我们重提“文学与思想史”研究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尤其需要提及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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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瓦雷奇·吉斯卡尔·德斯坦）我对全球化概念是有所保留的。我们很快将发现，我们不能、也
根本不可能将一种决策运用到整个世界结构中去。今后整个世界应由几个共同体构成，它们有着自己
的文化特点和不同的社会形态，构成它们之间的多边关系。比如，今后会出现由美国和英国组成的盎
格鲁—撒克逊共同体，或者还会有包括俄罗斯的欧洲共同体，然后印度、中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
共同体。我们应该专注于和中国建立一种关系，使中国与这种世界结构兼容。　　——[法]瓦雷奇·
吉斯卡尔·德斯坦、艾瑞克·以色勒维奇／《中国傲慢吗？》　　　　“复杂性的挑战”召唤一种针
对“人类精神奇特能力”的最大幅度的重新展开，使我们能够聪明地使用“人类事务中的理性”。这
种展开，如今我们可以从认识和文化角度进行论证，在实用和经验层面进行展示，在人类社会的探险
中证明其合法性，但又不将其绝对化。　　——[法]让一路易·勒莫瓦涅／《复杂地行动与思维——
我们时代的方法论》　　　　在“取道欧洲”本来是“取道”希腊将中国哲学变成了一场精神盛宴方
面，弗朗索瓦·于连功不可没；他向人们展现出，阅读中国哲学家的著作一再要求我们将未曾言说的
内容补充进去。我们补充进去的是我们的理解，为此，有时“取道欧洲”也是有益的。　　——[德]
沃尔夫冈·顾彬／《方法与阅读——弗朗索瓦·于连与阐释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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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浏览一过，本期谈复杂性思维、谈于连、谈方法论，以及“诗学研究”、“古典新读”与“文学
与思想史”等栏目的文章质量皆比较高，讨论的问题也比较有意思。“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组文
章则相对平平，这大概也反映了目前比较文学学科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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