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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斑斓中有辉煌，辉煌里有斑斓。
纵观人类文明史，斑斓与辉煌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

　　“洋眼”看中国，外国文化名人眼中的中国文化是什么色彩？

　　中国是一个富有神话的国度、富有思想的国度，一个富有史诗的国度、富有英雄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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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明
中国文化给人类发展指明新方向
中华文化是华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世界渴望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成功消弭“中国威胁论”
中华文明是一盏从未熄灭并照亮人类的明灯
中国当代文化体现了传统、现代与外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中国当代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特征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助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文化方面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
中国在传承古代文化中不断创新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
中国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
中华文化堪称传统与当代文化和谐相处的典范
年轻人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使者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力量
中国文化正成为世界文化舞台中心
⋯⋯
斑斓与辉煌（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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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唐朝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孔孟之道在唐朝走出狭隘的“门阀”而在平民中普及，因
而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观。
中华文化另一特点是“语录文化”，就是把古圣贤的智慧总结成简练的语言，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
，使得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注重象征符号。
林语堂等人把这些语录译成通顺的英文之后，世界知识界、学术界都对“中国的智慧”敏感起来，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失败是成功之母”、“柔能克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在国
际上的引用率和知名度很高。
当今世界并没有走出泰戈尔提到的“文明的危机”。
具有侵略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文明由于世道中衰而释放出亨廷顿等人的“文明冲突论”，实
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谓“文明冲突论”现在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利用，制造出反美“圣战”恐怖运动。
从中华文化的角度看，文明不是冲突，冲突决不是文明。
我们应该发扬中华文化的“世界大同”理想，与提倡“天下一家”的印度文明联合起来促进世界不同
文化之间的和睦相处。
中国和印度是全世界唯一的既古老又年轻的伟大文明，两者之间有几千年的亲缘关系。
印度文明是传散性的，中华文明是吸收性的，因此印度古代文明的辐射力最大，中国受益也最多。
印度文明为发展巩固华夏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世界历史中的“挑战与回应”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和印度的进程迥然不
同。
印度是越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就越对西方文明发生反感，并越热爱本国的文化传统。
印度文化时时刻刻都在反抗西方文明的支配，从泰戈尔到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哈佛大学经济学教
授，1998年获诺贝尔奖)等人，都保持着一种“教训”西方的态度，却受到西方知识界的尊重。
印度文化的多元性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比较中印文化较为困难。
关于共同点，两国文化都历史悠久、博厚、高明，都注重精神文明。
印度是世界四个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的发祥地，从古到今都强调“达摩”(dharam，
有“佛法”、“操守”、“真理”等涵义)。
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化也强调“道”、“仁义”、“良知”等。
两国文化都提倡和平、和谐，反对暴力。
中国有“天地之大德日生”，印度更有“不杀生”(ahimsa)的传统。
两种文化都是爱心洋溢。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被译成世界几十种文字，就是因为他们是爱心的赞歌。
中国唐诗之所以在全世界传颂就是因为他们洋溢着人间善良情感。
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更是爱心与“救人救世”、“救苦救难飞的最高理想的象
征。
两国文化都提倡国际主义。
中国有“世界大同”，印度有“天下一家”的理想。
关于差异，印度文化强调自然规律，认为宇宙的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改变。
这样的文化就容易服从命运的安排。
中国文化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古时候就强调入的能动性(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现代受西方影响，搞“人定胜
天”，这种热情是世界少有的，当然也犯了操之过急等毛病。
印度文化重个人自由，中国文化重集体意志，“小我服从大我”，两种观念若能互补就达到平衡了。
印度文化重思辨，中国文化重实践。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大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增进外国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消除多年的误
解与成见，从而使中国受到国际尊重和热爱(而不是惊讶与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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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做好三件事。
首先，中国要热爱世界，要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要真正地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双赢共荣。
第二，在妥善、不亢不卑、有理有利有节地应付一味逞强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同时，应该用完全不同
的姿态来团结包括印度等新兴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弱势国家，不搞竞争、对抗，表现出最大的宽
容和诚意。
第三，中国在内部的发展、制定政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应千万注意不向世界送出错误的信号
，应避免使用“中国第一”、“冲出亚洲”、“向世界进军”等口号。
前印度驻华大使文克曾向中国进言：中国的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如果中国
不把自己突出，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个口号应改为“我们是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中国属于
全世界人民”或“中国人是世界人民的朋友”。
西方列强由于数百年来没能完全征服中国，所以释放出大量污蔑中国人、丑化中国形象的谣言和中伤
。
我们应该加大向世界宣传中国。
文化是人们生活中释放出来的精神力量，首先要使人们的生活和谐、幸福，使全世界都羡慕，文化才
能在世界上传播。
如果中国生活方式能够健康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能够在世界上起示范作用，中国文化就能为全
世界所热爱。
没有这个基础，单靠金钱与组织去到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不会成功的。
我长期在国外，对于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文化发展的政策、战略和机制基本毫不了解，但愿意提几点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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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通读完这些外国友人对中国文化的印象，遂有感而发，是为后记    当今世界，文化成为共同的话题。
    ⋯⋯    斑斓中有辉煌，辉煌里有斑斓。
    文化的道路漫长而崎岖，无论是艳阳朗照，还是风雨交加，中国都得走下去。
纵然政治上的博弈、经济上的争夺、军事上的较量将长期存在，有形和无形的围追堵截也或隐或现，
但中国共产党领航的“中国号”文化巨轮都不会停航、不会偏航、不会搁浅，必将驶出满天星辉下的
夜海，迎接又一个绚丽辉煌的云天。
    (作者系中宣部《党建》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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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文化给人类发展指明新方向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助推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　　——俄罗斯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汉学家库丽科娃中国在传承古代文化中不断创
新　　——埃及金字塔报业集团董事长拉比布·苏巴伊中国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　　——
南非MIH媒体集团总裁库斯·贝克中华文化堪称传统与当代文化和谐相处的典范　　——哥伦比亚首
任文化部长拉米罗·奥索里奥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和中国文化高度相提并论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
会主席利奇中国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校长布尔哈德·劳呼特中
国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前港督，苏格兰皇家学会会长卫奕信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正
日益增强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馆长安德鲁·赛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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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象中国:43位外国文化名人谈中国文化》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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