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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主持人语：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全球范围的汉语学习热潮与中国文

化研究日渐升温。 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促进海内外中国语言文化教学研究

机构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在南京大学举办110周年校庆之际，
于2012年5月18一19日举办了“中国文化与世界“ 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中国文化与世界

文化交往的历史、现状以及对其未来之展望、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

外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和谐互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在西方的翻译与接受、中国儒家、道家思
想（如“和"、“天人合一”等观念）及其世界意义、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

流。 一批海内外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并作了大会发言或分组交流。

以下为罗多弼教授和张英教授的发言辑录。
（程爱民）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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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 中国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提出要“ 打倒孔

家店”的口号，意思是说为了取得现代化，为了恢复一个富强的国家，就必须抛弃中国传统

文化或者至少传统文化的大部分，走上西化的道路。 这种想法贯穿着中国一百多年以来

的历史，毫无疑间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影响了他们的自我观和

自尊心。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全世界能目睹的成果。 为此，中国人可以感到自豪，也应该

感到自豪。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很多中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为 “自己 ” 的文化

感到骄傲。从外面看，这个现象很显然跟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自尊心有关系。

作为一个外国的汉学家，我当然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宝库。 中国古典哲学、文

学、绘画在今天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遗产。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不是中

国现代化的前提，但是恰恰相反，现代化提供了条件，让人们重新发现、品味、享受中国传

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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