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

13位ISBN编号：9787511012067

10位ISBN编号：751101206X

出版时间：2013-5

出版时间：海豚出版社

作者：赵启光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

前言

卡尔顿学院是坐落于明尼苏达州诺斯菲尔德小镇上的一所文理学院，我于1987年起在该校任教，并创
办了中文系。
这里的冬季闻名遐迩，四周环绕着上万个美不胜收的冰冻湖，我正是由此间生发了要带外国学生来中
国学习的念头。
在过去的岁月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曾经的农业大国正发展为工业的引擎。
与此同时，我儿时记忆中的那个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使我更迫不及待地，想在还能依稀辨认出昔日
祖国的容貌，并对其稍作阐释之时，带领我的外国学生们踏上中国的土地。
由于我是当时卡尔顿学院唯一的中文教授，学校周边也没有中国人，因此在第一学期末，我与学生们
开玩笑说，我并不是在教中文，而是在教一种我自创的语言。
我告诉他们，只有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才能证明他们学习了中文。
有几个学生说他们更乐意学我自创的语言，我告诉他们那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
    这个玩笑一开就是五年。
1992年，我终于带领我的学生们实现了首次中国之行。
此后，我频繁地带领美国学生来华。
每次旅途伊始，我都梦想着用学生的文字和图片总结我们的经历。
然而日复一日的教学工作总是使这个梦想无法成真。
终于在2010年，我再次鼓起勇气开始这项工作，有幸遇到了一群热情高涨，并有意愿投身于我梦想的
学生们。
特别是我的得力研究助手施凯宁（KathrvnSchmidt），她协助我收集并编辑了学生的照片和文稿，可
以说，本书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
由于一些学生的中文记录多于英文记录（本书的原稿为英文，译者注），因此这部分学生的文字在本
书中收入的较少。
尽管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一次旅行的记录，以及我对这些现象的观察和评论，但它代表了我们的项目20
年来总结的经验和探索。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万物皆流，无物常在。
”中国在改变，来华的学生团体也在变，但是于我而言，这是两股交汇于同一处的绵延水流。
这些似曾相似的地点，这些崭新的面孔，这两股交汇的河流碰撞出四溅的水花，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真
实的感觉。
本书就好比是从明尼苏达州零下40度的水桶中溅出的一朵结冰的水花。
愿本书能保留世界发展史中的小插曲。
    每当我回想起那一张张面容，和双脚踏过的每一个地方，我就会想起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有趣且发人
深省的事情，以及我们携手应对过的挑战。
我出生在中国，但在过去30年中主要在美国生活。
每当我回到祖国，就有重温岁月的感觉。
所以当我在自己的祖国看到我的学生时，我真实地感受到了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我也为学生们的远见
卓识着迷。
无论你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这些评论和观点都会让你感到兴趣十足，因为他们向我们呈现了一个
世界和另一个世界。
人们总是对马可·波罗怀有崇敬之情，将他视作世界上最伟大的旅行家；但他的后来者也是可圈可点
的，他们视角的新鲜感毫不逊色于前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乏严峻，他们的论断同样具有重要的
历史价值。
因此这里我要向大家展示的是这24位“现代马可·波罗”的所观所感。
    2010年，我第10次带领着我的美国学生奔赴中国学习汉语，引导学生透过语言这扇窗看中国人的灵
魂。
2010年秋天，我们从北京出发，随后到达我的故乡天津，接着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分别进行了为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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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探索，最终在上海会合。
我们在这个西方气息浓郁的城市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此行的特别之处是我们与同济大学新建立的合作
关系，以及当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课程结束后，我们一行人花了一周的时间游览了一些中国（绝非全部）最美丽的景点。
    项目期间，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大量学习中文，同时，中国文化、太极、武术、烹饪、绘画、书法的
课程及文化探索作业，也进一步补充了学生们的语言知识。
本书在学期末编辑而成，是一部作品合集，内容围绕着学生们所关心的话题以及相机所捕捉到的画面
而展开。
    在我看来，促进跨文化交流的一大途径是相互介绍各自的民族。
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跨文化交流的成功，许多误解都源自于思想的投影。
人们常常会想象其他文化是什么样的，其他人在想些什么，而我的工作就是带领我的学生来中国。
首先，这将有助于外国学生了解中国，并纠正他们对中国的先入之见。
以往，他们中有许多人总期待能看到很多茶馆和宝塔，然而这些学生如今却深感失望，在他们眼中，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异常迅猛。
但中国人很容易就忽视了这些看法，因为同美国人一样，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想法，正如中国诗人苏轼
写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外国学生从书本和电影中已经对中国有所了解——这些媒介确实反映了中国颇为重要的方方面面。
然而他们的亲眼所见却没能完全与他们的希望或期待相符。
他们感到失望，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爱之太切。
中国人应该扪心自问：去古更新，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说来也有意思，这些美国年轻人的声音，好像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回声，它漂洋过海，穿越时空，又回
到中国。
这些当代美国人，就像一块“传声板”，讲述着中国正在遗失的古老文明。
    另一些学生则将中国想象成一个了解西方思想、了解资本主义模式的共产主义国家。
他们同样也感到失望，因为中国的现实与红色共产主义并不相符。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混合型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快速发展的大国。
他们发现中美两国在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但他们也为双边紧张的政治环境深感担忧。
他们对中国人怀有美好祝福，他们希望中国人既快乐又健康。
由于他们来中国只有短短10周，他们看不见中国10个月或1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他们看见过那时的中国，那么他们就会知道中国在发展成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的道路上已经前进
了很多。
    我眼前时常浮现出中国过去的画面。
当我带着外国学生去餐厅吃饭，我们围绕餐桌坐定后，我便想起我小时候饭店前总是排着长龙队，或
是拿着粮票去换面粉的情景。
如果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前进了这么多，那么他还能走得更远，最重要的莫过于不要走错了
方向，且能克服前进途中的艰难险阻。
而保持正确的方法即听取人民的意见。
    我们的项目将普通话教学与历史及现代文化相融合，进一步夯实了这些聪明且接受能力强的学生的
基础。
但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24名学生，而是240万名学生的参与。
纵观历史，每当一个超级大国崛起之时，一场战争就在所难免。
从古罗马到前苏联，从德国到日本，以往的超级大国都以怀疑的眼光瞅着新兴国家。
在美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以后，他也总是在东西方两侧怀疑地观望着可能冉冉升起的新兴国家。
    从历史上看，美国先是将英国、西班牙和法国驱逐出了美洲，随后德国曾两次上升为世界大国。
接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崭露头角，他们先是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后又于上世纪80年代买下了帝国
大厦。
而前苏联的红色旗帜曾屹立于白令海峡的另一侧，赫鲁晓夫曾立誓要埋葬美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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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轮到中国崭露头角了。
这一次，中国不再像19世1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他们看见过那时的中国，那么他们就会知道中国在发展成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的道路上已经前进
了很多。
    我眼前时常浮现出中国过去的画面。
当我带着外国学生去餐厅吃饭，我们围绕餐桌坐定后，我便想起我小时候饭店前总是排着长龙队，或
是拿着粮票去换面粉的情景。
如果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前进了这么多，那么他还能走得更远，最重要的莫过于不要走错了
方向，且能克服前进途中的艰难险阻。
而保持正确的方法即听取人民的意见。
    我们的项目将普通话教学与历史及现代文化相融合．进一步夯实了这些聪明且接受能力强的学生的
基础。
但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24名学生，而是240万名学生的参与。
纵观历史，每当一个超级大国崛起之时，一场战争就在所难免。
从古罗马到前苏联，从德国到日本，以往的超级大国都以怀疑的眼光瞅着新兴国家。
在美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以后，他也总是在东西方两侧怀疑地观望着可能冉冉升起的新兴国家。
    从历史上看，美国先是将英国、西班牙和法国驱逐出了美洲，随后德国曾两次上升为世界大国。
接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崭露头角，他们先是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后又于上世纪80年代买下了帝国
大厦。
而前苏联的红色旗帜曾屹立于白令海峡的另一侧，赫鲁晓夫曾立誓要埋葬关利坚。
    现在，轮到中国崭露头角了。
这一次，中国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因为受到军事威胁或输出贫穷的劳工而吸引世界的注意力。
在过去，美国让中国劳工建造铁路，却禁止他们的妻子参与其中并赶走她们，还通过了排外移民法。
1882年，种族主义达到顶峰，美国颁布《1882年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的输入，以缓和国内劳工
市场的竞争。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联合抗日时，美国才废除了这一法案。
这一次，中国先是带来了价格低廉的产品，美国沃尔玛超市、凯马特及塔吉特百货满是中国产的鞋，
半导体收音机和T恤（尽管一架波音747飞机相当于8亿件T恤）。
后来，他们开始出口更高级的产品，包括电脑组件、儿童玩具及移动电话。
现如今，中国人还持有超过一万亿的美国长期国债。
    相比之下，美国人沉溺于消费。
他们不断花费不属于他们的钱，来购买那些他们不生产的产品。
而中国人则忙于节俭，所以他们能存下债务人印出来的钞票。
这就好比是一支足球队对阵另一支同时也是裁判的队伍一般。
我不知道双方谁更顽强，但中美之间显然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双方彼此依赖。
当德、英、日、美参战时，他们至少是为各自的利益而战。
而当中美维系着这样一对奇怪的关系时，我们很难想象中美双方开战会怎样，很难想象美国会轰炸一
个为其源源不断供应商品的国家，也很难想象中国人会轰炸他们自己的债务人，摧毁自己的财富。
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存可能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很有可能这一次将会出现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依存的现
象。
    但要注意的是，普通百姓不是经济学家，政客们也并非总能保持头脑清醒。
对一部分美国人而言，中国的崛起和德、日、前苏联的崛起时造成的威胁相当。
中国的武器不是德国的U型潜水艇，大英帝国的航空母舰，也不是前苏联的米格21战机，而是人民币
或网络黑客。
但这一次，中国的崛起却未必会像以往崛起的大国一般。
    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却又都不了解对方。
他们就像两个互相揪着头发扭打的孩童，最终双双滚下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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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问，中国是否同以往的其他国家一样会对美国霸权造成威胁？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类似的焦虑同样存在。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就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了本国的利益，向
西方大国屈服。
俄国强占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杀戮了数千万中国人；势均力敌的朝鲜战争则造成了大量的伤
亡。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试图包围中国，并很可能大举入侵。
    与其他国家一样，阴谋论在中国也同样盛行。
玛雅人无需告诉我们世界将要灭亡——如果美国拖欠债务将会发生什么？
在中国，有许多人都模糊地将美国与沙皇俄国及军国主义日本视为一体。
在一些中国人的眼里，“外国人”或者说“老外”都是一样的。
怎样才能治愈这种相互间的怀疑呢？
答案就是：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要从年轻人和文化交流抓起。
    事实上，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怨恨。
美国是第一个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赔款偿还给中国的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指示将那
笔经费用于中国教育事业。
美国飞虎队，即美国三军志愿军在二战时期援助了中国，并利用新战术帮助中国打赢了日本人。
    另一方面，中国为美国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世纪兴建州际铁路到20世纪晚期开始为美国
提供产品。
问题是，尽管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历史渊源，又有着现在的经济联系，可他们却不能合理地看待彼此。
数据、资本、商品和电影间的流通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需要的是人员流通。
正因如此，我将美国学生带到中国，向中国人民展示出普通美国人民的面貌，这样中国人就会明白并
非每个美国人都是比尔·盖茨、巴拉克·奥巴马、汤姆·克鲁斯或是温弗瑞。
与此同时，这些美国学生也会了解中国，并向美国展示中国，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是孔夫子或成龙，大
多数中国人也都比姚明矮。
    尽管有一些观点并不精准贴切，但总的来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仍旧多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我将这个现象称之为文化赤字。
实际上，早在2000年我就提出了“文化交流逆差”这一中文习语。
现在，这一短语常常被学者和官员们提起。
中国实现了商品贸易顺差，却出现了文化出口逆差。
2009－2010年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10万，而在华的美国留学生却只有13，000人。
我深信，建造一座横跨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是我的使命，而消除文化交流逆差对于实现桥梁的双向交通
至关重要。
当我看见我们的美国学生在中国的教室里学习，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攀登中国的名山时，我就看见
了这种逆差正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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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启光，生于北京，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美文学硕士学位，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学位。
现为美国卡尔顿学院终身教授，同时兼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等。
他开创了美国卡尔顿学院中国语言文学部，一直从事汉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以及道家哲学等的教授
工作。
近三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并成批地将美国学生带回国内交流学习，极大地促成了中
美文化的双向交流。
其中文著作有《古道新理——赵启光话讲老子》、《老子的智慧》、《世路心程》、《客舟听雨》、
《康拉德小说选》等；英文著作有《中西方龙的研究》（A Study of Dragon：East and West）、《无为
无不为》（Do Nothing and Do Everyth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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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十一章拥抱文化交流 我被神秘中国深深吸引 两个月前，我与同学们离开了我们
所熟悉的一切，告别了美国乡村的闲适生活，去往世界另一端的神秘国度——中国，在那开始了我们
的游历和学习之旅。
西方世界的眼睛早已密切观察到了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并为其庞大的人口、极速的经济发展及与典型
西方政治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政治制度感到惊讶。
中国的崛起及其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现实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也激发了我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
热情。
在中国学习的这段时间让我亲眼目睹这个特殊国度的神奇，也让我对于中国人民、经济、政治结构及
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文／宁北农（Travis Norgaard） 对中国仍然一无所知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家人日常谈话的
变化趋势。
当我成长为一个少年时，饭后甜点吃什么已不重要，关于良好学习习惯讨论的比例大大增加。
现在，我正处于大学中期的学习阶段，我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或者可能的工作机会是我们餐桌上最重
要的议题。
就像在我是小孩时饼干总被提及一样，现在，家庭谈话内容频频涉及中国。
所以，当我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开始我的留学旅行时，我仍感到奇怪——作为一个中上阶层家庭的孩
子，即使家里经常说起中国，但我对在中国生活的情景仍然一无所知。
在飞机上我意识到，家人谈话时聊起的中国仅仅局限于谈论中国是个经济工厂，以及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能为一个人带来的回报会是多少。
这些信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且大多都是真实的，然而，想着这些问题并没有缓解长达14个小时飞机
之旅的不舒适感。
 直到我抵达北京与同学汇合时，我的心绪才平静下来，因为我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对在中国的日常
生活毫无头绪的人，尽管我们自认为美国媒体对其经济和政府的介绍已让我们“熟读”了中国。
短短几天的旅行使我意识到，大部分美国人除了知晓中国的经济机遇外，对中国仍然一无所知。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个事实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要学习，至少花上与此行课内学习时间相当
的时间来进行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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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的秋天，赵启光教授带领他在卡尔顿学院的美国学生，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开始了一段美妙的
学习之旅。
多年来，这一项目已成为卡尔顿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的一个传统——跟随赵启光教授来到中国，学习
中国语言，体验中国文化，在交流中增进中关两国学生的相互理解，进而促进中关两国人民的相互理
解。
有幸的是，在2010年的秋天，赵启光教授和学生们从北京、天津开始，由北向南，在第一阶段教学工
作和一个小假期结束后，大家最终相聚于上海，来到了同济大学，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教学工作。
    作为赵教授同济大学的助手，我们荣幸地参与到这一项目中。
在此期间，我们与这群可爱的朝气蓬勃的美国学生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由于美国学生的汉语语言基础扎实，每当他们在校园里用流利的中文与中国学生们交流时，也总能引
起旁人频频侧目。
可以说，校园内，校园外，这些可爱的学生们所到之处，都能带来欢声笑语。
    2010年恰逢上海世博年。
我们在学习之余，曾两次组织学生们游览世博会。
而学生们对于世博会的热情也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不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第三次，甚至第四次游览世博会。
此外，在教学活动进行期间，跟随赵启光教授，我们的课堂搬到了上海博物馆，搬到了中共一大会址
，赵教授生动地为学生们讲解了一堂又一堂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课。
令人惊叹的是，尽管赵教授此前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但他身上仍保留着浓郁的传统中国文人的气息
。
他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哲学，会写诗赋词，更重要的是，他善于糅合中关两国教育教学中各自的优
点，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循循善诱，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这对于我们中
国教育工作者也是极大的启发。
    教学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跟随赵教授和学生们，一起游览了黄山、苏杭等地。
一路上学生们欣赏美景，同时摄影、思考并记录下所观所想，加上此前在学习期间学生们课堂内外的
各种评论，以及赵教授撰写的极具启发意义的一篇篇文章，便构成了本书。
与赵教授编写本书时的心情一样，我们作为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脑海中也一次又一次地浮现
出许多我们项目中有趣的场景。
当读到这些看似稚气未脱的美国学生们写下的意义深邃的文章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美国学生们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10年“卡尔顿一同济”项目的顺利举行，离不开同济大学从上到下对这一项目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们向所有帮助过，或为我们项目工作过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最后，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魏颖卓、杨阳（排名不分前后）两位同学的协助，也在此向她们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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