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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塑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品格。

“恕”的精神实质具体体现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这种精神历久弥新。近日，在北京
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举办的苇杭书院丁酉年
年度会讲，就是以“恕”为主题。

清华大学教授钱逊认为，“恕”强调以爱
己之心爱人，忠恕之道是德行的基础。只讲
恕不讲忠，或者只讲忠不讲恕，都是不恰当
的。只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只能成
就一个老好人，不能彰显健全的君子人格；
只有加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才能造就真君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教师
李勇刚认为，中国文化注重的是生生不息，
是君子成人之美，一方面尽量不用己之所欲
去打扰他人的生生不息，从而护持他人得以
成长周全，所以我们不去强调“己之所欲，
施之于人”，因为这容易出现强加于人的倾
向，导致类似西方普世价值的“霸道”逻
辑；另一方面，与“己之所欲，施之于人”
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这是在随顺和尊重他人的生长规
律和生命需要的基础上提供帮助，需要设身
处地地体贴他人的需要。这种体贴的能力本
身，则在于我们自身的学问和智慧。“己之所
欲，施之于人”容易导致“霸道”，彻底的

“己之所欲，不施于人”可被称作“小道”，
“己所不欲，施之于人”无疑属于“无道”，
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王道”的
起点。

与会学者认为，“恕”归根结底是处理自
己与他者的关系：把自己当自己——做好本
分，不耽于空想，这是儒家所讲的“为己之
学”；把自己当他人——跳出来看待自己；把
他人当自己——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
着想；把他人当他人——尊重他人的存在，
廓 然 大 公 ， 因 材 施 教 。 前 两 句 是 在 讲

“忠”，后两句就是在讲“恕”。忠恕关系如
形影，无形则无影，无忠则无恕。恕由忠
出，忠由恕见。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历代文人的笔墨浸润，使阳关这一地理名
词，成为人们承载边关哀愁的文化符号。但

“阳关在哪里”，却是千年未解之谜。日前，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表示，“阳关遗址考古
调查与研究”项目于 2017 年 9 月获得国家文
物局批准，联合考察队目前已经开始调查勘
探工作。“阳关在哪里”或将因此揭开。

阳关是汉王朝与西域区隔的重要地理标
志，丝绸之路的必经关隘。汉武帝时期，“列
四郡、据两关”中的“两关”指的就是阳关
和玉门关。在 《汉书》 中，西域三十六国与
汉王朝的距离都是以阳关为基准，如鄯善国
楼兰城“去阳关千六百里”。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俊民介
绍，自唐以来，人们对阳关位置的记录和探
讨未曾间断。但由于不同文献出入很大、缺
乏确凿证据等原因，阳关的位置始终没有形
成共识。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考古工作者
开展了相关工作，但始终没有寻找到阳关的

“真身”。

2015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新疆
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阳关进行了初步调
查。2017 年 9 月，“阳关遗址考古调查与研
究”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拟对阳关遗迹
的性质和范围进行调查。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和兰州大学环境资源
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启动考古调查。

张俊民说，遗迹已被黄沙掩埋千年，考
古难度较大，仅靠地表情况难以获得有效信
息。此次考古调查中，联合考察队除了全面
梳理前人研究成果，还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
寻找阳关的位置。目前，联合考察队对南湖
周边，特别是古董滩、红山口一带进行了无
人机航拍和实地调查。在古董滩的全面航
拍，取得影像6000多张，可以生成1∶500和
1∶1000的电子地图。考察队完成了40多处疑
似影像点的实地核验，排除了有可能是古
道、长城、烽台和壕堑的地点，确认了几处
古代水渠、耕地和村庄遗迹。此外，他们还
采集了 40余件测年标本，这为进一步认识疑
似点的时间、判定疑似点的属性提供了直接
佐证。

寻找阳关
□ 张玉洁

寻找阳关
□ 张玉洁

发掘“忠恕”的时代价值

□ 萧师俭

文化自信大家谈文化自信大家谈

记 者：如何理解坚定文化自信与学习借鉴世界优
秀文化成果的关系？

张 江：要明确两点。第一，闭关锁国，盲目排
外，不是文化自信。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
基本特征。目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
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不同的民族创造了各自独特的
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
界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深入发展，各种
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第二，唯洋是从，盲目追随，更不是文化自信。前
些年，在文化领域的确存在唯洋是从、盲目追随的现
象。比如文艺创作，抛弃民族特点和民族审美习惯，盲
目照搬照抄西方，或者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
美，这是典型的文化不自信。

记 者：在世界文化的交流对话中，如何提高中华
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张 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自信，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发展和传播中华文化。在世
界文化的交流对话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最可
贵的品质是它的独特性。“和而不同”是文化的理想状
态。我们以前常讲“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是这个意
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社会主

义文化，从属性上来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两点
奠定了我们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价值，丢失了这
两点，我们的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
了最核心的竞争力。在文化的交流对话中，我们必须明
确我们文化的特点，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在世界文化舞
台展示中华文化的光彩和风采。

记 者：您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主要专注于当代西方
文艺理论，并且和一些西方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展开了对
话，引发广泛关注，一些学术观点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
响应和认同，如何做到的？

张 江：与一些国内的专家学者不同，我对当代西
方文艺理论的研究是从批判开始的。当然，不是为了批
判而批判，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批判。当代西方文艺
理论有它的优长，值得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学习、借
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缺陷，如果不加辨
析，一味盲从，照搬照抄，就有问题了。因此，我对
当代西方文论的批判，就是从反思和批判它的缺陷和
不足开始的。我的一些学术观点之所以得到国外专家
学者响应和认同，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比如，与美
国著名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对话，我就很坦率地指
出了他著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在文化交流对话中，追
随和吹捧没有价值，也难以获得重视和尊重。因此也
可以说，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真正的交流互鉴。

张江：在交流互鉴中坚定文化自信
采访人：本报记者 刘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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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举行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怎
样理解这样的论断？

张 江：文化自信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力量，是由文化
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决定的。迄今为止，不计其数的人给文
化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有一点恐怕是共识，那就是，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土壤，是内在逻辑动
因。并且，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来讲，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可以在短
期内发生巨大变革，但是文化很难。文化的形成和变异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和稳定下
来，它就会形成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有着 5000多年的文明
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
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
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
强大精神支柱。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记 者：中华民族拥有 5000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辉
煌灿烂的文化。作为中华儿女，有足够的理由建立文化自
信。

张 江：的确如此，中华民族最有理由建立文化自
信。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发展
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华文化不但历史悠久、博大精
深，更重要的是它的独特性。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鲜
明的差异。比如文字，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表音文字，但
是中华民族发明创造了与此完全不同的表意文字，即汉
字。对此，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指出，世界上只有
两种文字体系，一种就是表意体系，其特质是“一个词只
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
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
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为
此，他特意为自己日后声名大噪的著作 《普通语言学教
程》 加个了“说明”：“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
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文字
当然不是文化的全部，我们只是通过文字这个侧面，来说
明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放在世界文化格局中观照，也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有机整体。这是我
们建立和增强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中华民族最有理由建立文化自信

张江近照 （网络图片）

记 者：如您所说，中华民族最有理由建立文化
自信。那么，我们目前在文化自信上是否达到了理想
的状态？

张 江：距离理想的状态还有差距。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值得品味的现象，就是“他信”与“自信”的反
差。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力显著
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乏
力的背景下，中国可谓“一枝独秀”，全世界的目光聚
焦中国。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日益
扩大。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华文化，
并进行深入研究。甚至一些影视创作生产机构也跑到
中国来寻找素材、寻找灵感，比如，大家熟知的好莱坞
拍摄的 《功夫熊猫》《花木兰》 等影片就是取材于中国
的文化资源。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某些领域，我们
自己的文化自信却相对匮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批评的那样，少数人“以洋为尊”“以洋
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
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
那一套。这就是文化的不自信。

记 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现象？
张 江：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

史的角度来说，近代以来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前，中华民族屡经磨难，国力下降，列强入侵，民生凋
敝。无数仁人志士虽然上下求索，但终究没有改变被侮
辱与被欺凌的现实。西方列强的铁蹄不仅践踏了中国的
国土，蹂躏了中国的人民，其坚船利炮也在一定程度上
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说到家，自信是靠实
力支撑的。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在目前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西
方文化依然处于强势，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这是事实。
比如在我研究的文艺理论领域，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就处
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我们所操持的理论体系、概念范
畴、评判标准等，很多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很多批评家
和理论家，张口德里达，闭口后现代，对西方理论的熟

知程度及运用的熟练程度，俨然已经成为评判一个批评
家理论素养和学术能力的标准。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这种奇怪的现象客观上对我们文化自信的建立构成了严
重的挤压。

记 者：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增强文化自信？
张 江：首先必须说明，这种现状近年来已经发生

一定程度的改变。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始自 20
世纪 70年代末。那时候，国门初开，封闭了 30年的中
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于是，西方文化蜂拥而
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文艺理论领域，从克罗
齐的表现主义，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再到柏格
森的直觉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尤奈斯库的荒诞派
戏剧理论等，纷纷被引入进来，不加甄别地受到追
捧。如今，40 年过去了，新奇淡化，热潮渐冷。冷静
下来的理论界逐渐发现，西方理论并不是完美的真
理，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对
西方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文章逐渐多了起来。这就是文化
自信逐渐增强的体现。

另外我要强调的是，文化自信不是单纯的文化问
题，它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勾连在一起，彼此支撑，
相互推动。目前，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
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不久前结束的中
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
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必将不断增强。

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增强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真正的交流互鉴

动画电影《花木兰》取材于中国文化

外国人学京剧

中外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