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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17篇文章（包括一篇访谈）的汇集，这些文章并非一时之作，所以在形式上也不是一本有
着系统构思的专著。
但全书确实有着内在的关联：通过启蒙反思，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多
元化和文化本土化提供理论的支持。
通过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的反复申辩，既充分尊重多元化与本土化，又申明对全球化共同价值追求
的必要，于是文明对话便成为必然。
文明对话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和谐互动保驾护航，也激励了本土文化与传统文明在面对各种全球性重
大问题时作出积极的回应，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即可为这种回应提供丰富的价值资源。
    对话本质上是一种倾听的艺术。
对话将生成一种双方都未曾料到的新视界。
诸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如此。
文明对话首先预设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它承认平等和差别，平等意味着彼此信任，差别意味着互相
尊重。
作者杜维明说：“对话一定不能被视为一种说服的开场白”。
文明对话的目的，是要倾听不同的声音，向不同的视野开放，并且分享真知灼见，所以，对话乃是扩
展我们视野、深化我们自我反思以及开拓我们文化意识的机会。
作为众多文明形态之一的儒家思想，理应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为全球伦理提供可贵的价值资源。
不对话、不学习、不交流的本土文明，就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其结果可能是自行隐退。
而这，显然是每个炎黄子孙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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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维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
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8年当选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现为哈佛大学中国史终身教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
长期致力于儒学尤其是儒家伦理研究，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有：《今日儒家伦理》、《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学精神与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创
造转化的人格》、《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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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一 儒学与文明　（一）生态意识　（二）女性主义的感受性　（三）宗教多
元论　（四）全球伦理二 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三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四 文明的对话：中国的崛
起对世界传达的信息五 全球化和文明对话六 相互学习：社会发展的一项议程七 全球社群：探寻社会
发展的精神资源八 文明对话的脉络：全球化与多样性　（一）全球化与人类状况　（二）多样性和共
同体　（三）共同价值　（四）智慧九 汇集观念的资源把握变动的世界　（一）所谓地球村的出现　
（二）东方未实现的愿望　（三）何谓现代？
　（四）地方化的全球化　（五）召唤公共知识分子　（六）遭受围攻的文科大学　（七）变动中的
东亚　（八）资本主义种种　（九）朝向全球对话_十 迈向一种对话的文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宗
教领袖十一 文明对话的成果之一：波士顿儒学评介十二 文明对话的成果之二：中国传统中的回儒对
话略说十三 作为“体证之爱”的仁道：全球伦理视野中“孝”的探索十四 新儒学论域的开展十五 儒
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一）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　（二）从时间、地域、层次解
说儒家传统　（三）儒家传统的解构　（四）对儒学的批判　（五）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强势的回应
及新儒学的发展十六 儒家人文精神与生态十七 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一）边缘批评：地方化与全球
化　（二）关于俄国、印度和日本　（三）关于“东亚现代性”　（四）“现代化”“对话”和“超
越西方”　（五）科学技术与社会资本　（六）儒学思想与启蒙心态编译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

章节摘录

书摘本土意识、传统纽带和认同    造成多样性和不断高涨的自我认同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球
化使本土的觉悟、意识、敏感、情绪和热情空前凸显出来。
尽管我们或许不能把这种强烈的“传统纽带”依附意识的重新出现完全归因于各种全球化趋势，但它
很可能是这些趋势所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
    在描述目前的人类状况时，我们不能忽略种族、性别、语言、地域、阶层、年龄和信仰等因素。
种族歧视威胁着所有多种族社会的凝聚力，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置，即使强大的国家也难免遭到解体的
厄运。
性别平等同样受到普遍关注，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避开旨在追求性别平等的妇女运动的强大影响。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语言冲突正在以各种方式威胁着共同体的稳定。
主权斗争是一个遍及世界的普遍现象。
如果所有分裂群体都寻求国际承认，联合国成员数量便会成倍增长。
所谓北一南问题存在于国际、地区、国家和地方的各个层面。
在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别正在加大。
而城市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代沟现象更加司空见惯。
以30年为周期的一代人的传统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下一代人。
代际之间的斗争更趋强烈。
在不同“代”的音乐、电影、体育比赛和计算机的影响下，同胞兄弟姊妹可以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
宗教冲突不仅发生在两种不同的信仰之问，而且出现在同一信仰的对立传统之问。
远非罕见的是，同一宗教内部的纷争往往比跨宗教的纷争来得更加惨烈。
    总之，全球化远远未能消解那些我们人类具体生存赖以构成的不确定条件、那些“传统纽带”，这
已经成为近几十年来人们着力强调的话题。
    P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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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话一定不能够被视为一种说服的开场白。
我们也不应当将对话作为解释我们自身立场或表白我们自己信仰的机会。
毋宁说，对话是扩展我们视野、深化我们自我反思以及开拓我们文化意识的机会。
对话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倾听的艺术。
并且，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互动，我们才能够作为合作伙伴开始相互理解，以便容忍、认可、尊重、欣
赏并庆祝差异。
通过个人、地方、国家、地区以及国际这些层面的对话，我们可以培养一种和平的文化。
只有在一种和平共处的氛围中，在解决全球社群中的共同问题时，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才是切实可行
的。
文明冲突的修辞已经退色，即使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对话也是必要和可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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