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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伴随着工业革命成

为一种强势文化，这种强势文化也影响到东

方国家。在中国近代，认为现代与传统、东

方与西方二元对峙的观点曾十分流行，当时

不少人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只能批判自己的

文化，走西方之路。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掩

盖了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即东方文化与西方

文化曾长期互相影响，东方文化也曾是西方

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是在19世纪西方国

家取得了世界发展的主导权后，它们将西方

文化标榜为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不断向外传

播，西方中心主义才盛行起来。

面对西方文化迷信，只有从历史上揭示

出东方文化的价值以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

的滋养和影响，才能打破19世纪以来西方文

化的话语霸权，从而彻底走出西方中心主义。

希腊被誉为西方文明之根，西方哲学家

们将希腊称为欧洲文化的童年。但实际上，

希腊文化的形成曾受到埃及文化、亚述文化

等东方文化的影响。希腊“历史学之父”希

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说：“埃及人如何来

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做了什么，使得自

己成为希腊那一部分的国王，别的作家已经

记载过了。”他还认为，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

里学会了占卜术，希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

来自埃及。希腊正是从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

和埃及文明中学习了文字、文学、艺术、宗

教和科学技术，才成长起来。对于这一点，

西方一些严肃的学者完全承认。他们认为所

谓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

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系起源于近

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

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及”。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欧洲走向现代化

的两个重要环节，而这两个西方最重要的

文化变革无不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18世

纪，当来华的耶稣会士将中国经典陆续翻

译介绍到欧洲后，欧洲形成了一股中国

热。特别是柏应理等编著的《中国哲学家

孔子》出版，引起欧洲思想界的极大兴

趣。来华耶稣会士一系列介绍儒家思想的

著作，对正处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产生

了深刻影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关心

中国的哲学家之一，他从孔子的哲学中看

到了自己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在西方宗

教的发展中，自然神论奠定了解构基督教

人格神的神学基础，自然神论者一般都反

对正统神学教条和宗教压迫，要求信仰自

由和思想自由。莱布尼茨通过自然神论来

调和孔子与基督教的思想，认为中国人拥

有一门唯理学说，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教

义并存。尽管莱布尼茨的理解建立在自身

的一套逻辑之上，但他看到了孔子学说中

非人格神的崇拜却是很明确的。《风俗论》

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

这部著作中，伏尔泰把中华文明史纳入世

界文化史之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

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他说，

东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

破除对西方文化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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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万方数据



LILUNDAOBAO 理论看点

理论导报 2017.3

的历史，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

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

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这段历史不仅彰显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世

界意义，同时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

与现代社会完全冲突的，中国的哲学思想也

不是与现代思想根本对立的。对中国传统文

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精华可

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内容。而西方文

化的形成与发展也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东

方文化对它的滋养与影响是无法掩盖的。但

是，现在西方很多学者在对思想发展的叙述

中，不再提这段历史，并设置一个二元对峙

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以期在文化上压制别

人。这种做法不尊重历史，是文化霸权主义

的表现。

回顾历史，明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

渊源，打破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的逻

辑，将西方文化还原为一个地域性文化，有

助于我们今天确立文化自信。当然，这样做

的目的并不是否认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

献，更不是要走向东方中心主义，而是要以

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在与西方文化的

交流互鉴中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 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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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今年还会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全国人

大代表、江西省新余市委书记蒋斌说。

绿色发展，不仅是一种要求，也是地方

和企业提升发展质量的新机遇。

周国辉代表说，通过关停污染企业、实

现绿色发展，能够倒逼创新驱动和转型升

级，最终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信号八：完善战略布局，对外开放将向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跃升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在中国成为

资本净输出国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将何去

何从？

报告明确提出，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和

国内发展新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

略布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报告从多方

面做出部署，包括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促进外贸继续回稳向好等。

“中国是推进全球化的积极力量，我们

强调更加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一带一

路’就是这一理念最好的体现。”全国政协

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原部长张小济说。

今年外贸形势依然严峻，报告再次未对

进出口设具体指标，而是提出要促进外贸继

续回稳向好。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高虎城指

出，对外贸增速要客观对待，摆脱速度情

结。要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促进外贸继续回稳向好。

此外，在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方面，报告

从进一步放宽服务业等部分行业外资准入、

高标准高水平建设11个自贸试验区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措施。

中国贸促会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认

为，在传统要素成本优势下降的背景下，这

些措施将为新时期中国吸引外资打造重要制

度优势，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好参与

全球竞争，打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参与

记者：岳德亮、吴雨、史林静、赖星、何欣

荣、李铮）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 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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