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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正在进一步促进着世界文明和多种文化的交流对话。
应当说，21世纪将是世界多种文化相互对话的时代，其显著的特征和效应就是世界人文资源的共享，
人类多元文化将在比较、融会、批判、汲收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所以流行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并不全面，因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要求不是搞“文明冲突”，而是必须
开展全球合作。
因之，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都应受到尊重。
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成为相互指责或干涉内政
的借口。
应当在相互谅解相互包容中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以建立多元文化之间的友好信任和相互合作。
    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并利用这一大好机遇，积极开展跨国跨界和跨越文明的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与
合作，大力推进文化创新，让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和容易为世人所接受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从而更快地走向世界。
这是中国文化繁荣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有效途径，应该认真对待。
    最后，要完成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要实现普世文化的融会互补。
这里所说的普世文化或普世文明，并非是说，全球范围只有一种文化或一种文明，而是多种民族文化
或多种不同文明的共生共荣，和平共处。
这是全球多种文明和多种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那种认为普世文明或普世文化最后必然走向完全趋同，甚至只有一种强势文明或强势文化的看法，是
完全错误的。
其实，一些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就是坚持这种看法，其目的无非是以此作为坚持对外扩张的借口。
    但是，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绝对地排斥文化趋同或文化趋异现象的发生。
这是因为，多种文化或多种文明通过交流合作，可以达到相互汲取外来文化或现代文明中有益营养和
有利元素，加以融会整合，以补己之不足。
这也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先在儒道互补，后在中西互补中不断求得新生和发展的。
在当今新的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中国文化更应通过多种文化的交流沟通和相互合作，以诚恳虚心的
态度，更多的学习和汲取外来文化中的有用成分和现代元素，加以融会整合，以便形成与时俱进、改
革开放的新型文化模式，使中国文化能够尽快成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
性，体现时代性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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