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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通过全球化让世界变成“地球村”，中国崛起让西方霸权日益变小。
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文化输出！
我们必得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
板。
引申开来，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
不齐，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

　　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
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
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
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
。

　　事实上，中国遭遇的东海和南海危机，表面上是美欧国家搅局南海，使得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问
题日益复杂化。
而深层原因，是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
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
南海一些国家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因此，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良
性解决。

　　在世界原教旨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奥巴马主义走向霸权主义老路的危险时刻，我们既不能走狭隘
的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抄袭西化的道路，只能在宽容中庸、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
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强国路。
发现东方，意味着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守正创新是
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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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研究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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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王岳川文集》四卷本。
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重铸身份”，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
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
化的世界化。
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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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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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发现东方表征新时代中国文化自觉
五 当代知识分子对价值重建的文化担当
第二章 后东方主义与全球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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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方主义问题
二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看”与“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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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后东方主义时代的文化对话
一 后东方主义与超越东西二元对立
二 全球分享东方价值的意义
第三节 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文化立场定位
一 多维度的全球化理解
二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场域
三 在文化差异中寻求互补、共进
四 在文化重建中重塑民族价值
第三章 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与现代性审理
第一节 从人类现代史进入中国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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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性理性批判
三 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
四 后现代思维剖析及其价值内核
第三节 中国现代性是否合法？

一 一元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的多元选择权
二 东方智慧的文化重量
三 后霸权主义时代的文化多极多样化
第四章 文化纷争与大国文化软实力
第一节 当代国际文化纷争的严峻局势
一 当代亚洲文化战略格局的重组
二 四大发明遭遇挑战与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三 中韩文化论战显示韩国文化的扩张心态
四 以创新输出推动东亚文化新格局
第二节 国际文化战略与竞争
一 当代中国文化的战略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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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文化全球霸权的形成：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
三 当代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白热化
四 文化提升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第五章 汉语文化危机与汉语思想再发现
第一节 从英语中心主义到汉语文化自觉
一 英语霸权对汉语的挤压
二 英语强势地位与汉语“自我东方化”
三 消除汉语危机与重估母语价值
⋯⋯
第六章 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第七章 生态思潮与东方生态精神价值
第八章 中国形象重塑与再中国化
第九章 文化输出：重返世界的中国话语
第十章 结语：人类新文明的吁塘求
初版后记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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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这个世界性趋同的全球化趋势中，有必要首先考察究竟什么是全球化？
谁在思考全球化问题？
这些问题的焦点是什么？
对当代世界的深刻影响是什么？
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技术内涵、经济指向、制度范围、文化形态等的原本状态，而且正在改
写着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和文化特征。
全球化问题虽然是当前学术界与思想界的“关键词”，然而面对全球化的利弊去Ⅱ言人人殊。
大致看来，围绕着全球化的正负面效应、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全球化与网络交流空间、全球化与“
拯救人类”，以及资本主义的政治扩张等问题，许多思想家展开了褒贬不一的论述。
1.全球化的负面性问题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中认为：如果一个民
族国家在一个发生变化的世界经济和社会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
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
半的表面民主的单一范例。
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主权的丧失表明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再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护它的公民，
难以抵抗“自发性地超越边界”的事件，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的犯罪、现代技术造成的安全危险、武
器交易、流行性传染病，等等。
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社会与经济在同一个国家的边界内共同发展和扩张，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
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评价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进行。
国民经济不再限于国家的界限内，而是国家限于市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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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现东方(修订版)》为王岳川学术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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