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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以前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可能没有怎么关注，一般只是

对 “四大发明”的传播略知一二。其实，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历史

悠久，地域广泛，种类众多。说悠久，是因为中华文化很早就开始

了传播之旅，约在公元前 １１ 世纪东传朝鲜，公元前 ５ 世纪西传古

希腊；说广泛，是因为中华文化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说众多，是

因为中华文化的无数伟大创造，如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典章制

度、文学艺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皆被传播。

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了解不多，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中

国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抗争中，对自己文化的认知偏向于落后一

面。我们的文化确实有落后的一面，但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也不

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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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西方中心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

文化展开，因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价

值、理想追求代表非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

世界范围内的 “成功”扩张，是 “西方中心主义”形成的肥沃土

壤。西方中心主义本质上是西方的观点或立场，是以西方文化价值

衡量非西方文化价值的方式。中国文化由于在近代以来与西方文化

的比拼中 “败下阵来”，很自然就被西方中心主义视为落后文化。

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这种 “歧视视角”中，我们自己也就逐步

接受了这种 “被歧视”，以至于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文化。

西方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１３ 世纪前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非常模糊，只有片段式的想象；１３—１８ 世纪中

国形象在西方逐步高大起来，至 １８ 世纪西方形成了长达一个世纪

的 “中国热”，像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主义领袖都从中华文化

中借力；１９ 世纪之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中心主义

的逐步形成，中华文化落后的部分被放大、定格，以至于中国被西

方视为落后的象征，中国人成为西方人嘲笑的对象；２０ 世纪后期

至今，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正在发生变

化。总的来说，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在变化。尤其要说明的是，

即使在我们的文化最受西方歧视的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西方也有

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发现了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以至于终身热爱，

如雨果，如托尔斯泰，如黑塞。

本书分为 “绪篇”“东方编”“西方编”，以系统介绍中华文化

在域外的传播。“绪篇”是从总体上介绍。由于篇幅所限，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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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华文化在东方传播的认知相比较在西方传播的认知要丰富

一些，所以本书侧重介绍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情况；而介绍在东

方的传播时则只选取 “中华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其他

东方国家则不涉及，这与本书以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传播作为介

绍的主要内容相关，因朝鲜、日本、越南的古代文明基本上可以说

就是儒家文明，而东方其他国家则不能一概而论。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儒家文化与

道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在逐步显现，在未来一定会有更突出的表现。

这里引述托尔斯泰、黑塞和李约瑟的话，以略作参照。

伟大的托尔斯泰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孔子和老子，《福

音书》是不完整的，而没有 《福音书》，于孔子则无损。”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在给好友茨威格的信中说：“中国人的文化理想

与我们现代西方的文化理想是如此相反，以至我们应该为地球另一

面拥有如此坚定和值得崇敬的一种对极而感到高兴。企望整个世界

欧洲化或中国化都是愚蠢的，我们应该尊重这种陌生的精神，否

则，人们就什么也学不到，也不能互相接受；我们应该期待远东至

少成为我们的老师，就像长期以来我们对西亚所做的一样 （只要想

想歌德）。”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

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

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既要知己之短，也要知己之长，这

样才会真正有 “可贵”的 “聪明”。长期以来，受种种蒙蔽，我们

对自己的文化似乎只知其短，不晓其长，以至以长为短，这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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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 “聪明”人十分不利。因此，有必要通过认识别人对我们文化

的认知与接受，来更好地认识自己，使自己真正 “聪明”起来。我

们期待，这本小书，对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有一点点帮助。倘能如

此，编写的目的就实现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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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走向世界

一、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当今世界主要的文明体，一般认为有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

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

洲文明。

在这些文明体中，保持了起源与发展独立性的，只有中华文

明。“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

已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中国可

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① “所有的学者都承认

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 １５００

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 １０００ 年……虽然儒教是中国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明却不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为一个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２１ 世纪》上册，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版，第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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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体的中国。许多学者所使用的 ‘中华’（Ｓｉｎｉｃ）一词，恰当

地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

化，还有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一些学者在一个单一的远东文

明的称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然而大多数学者不

这样看，而是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

代，出现于公元 １００—４００ 年间。”①

在我们一般人的概念中，“中国”与 “中华”是混同的。但若

从文明意义的表述角度看，显然 “中华”所涉更加广泛，因为

“中国”具有政治实体意义，而 “中华”则是一个文化概念。“‘中

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华夏先民因建都黄河流域，四裔环绕，故

自称 ‘中华’，指地处中原的华夏族。中华之 ‘中’，意谓居四方

之中；又有 ‘以己为中’之意，与 ‘以人为外’相对应。中华之

‘华’，意谓具有文化的民族。《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中华者，

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教悌，居身礼仪，

故谓之中华。’这里发掘的是 ‘中华’的文化内涵，而并未局限于

种族意义。故 ‘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质人类学

概念。”②

那么，中华文明何以有别于其他文明，能几千年生生不息？文

化史研究者从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语言文字等方面给

予了回答。

中华文化拥有一个更为辽阔的地理发展空间。中华民族栖息的

①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４ 页。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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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东亚大陆，是一个极其恢宏辽远的地理空间，有 １０００ 多万

平方千米，其中仅黄河流域就有七八十万平方千米。古代所谓的

“九州” （豫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雍州、

幽州），包括燕山山脉以南、五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区域，

面积在 ３００ 万平方千米左右，可谓天地广大，腹地纵深，地形、地

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有极开阔的回旋空间，这是其他诸多古文

明的发祥地难以比拟的。古埃及文明栖息地尼罗河冲积平原，只有

三四万平方千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祥地两河流域，虽然比古

埃及文明依托的尼罗河冲积平原辽阔，但也限制在几万平方千米的

格局内；古希腊文明起源的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滨海平

原，更是腹地狭窄；印度文明相对来说，它的发源地比较辽阔，印

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和莫恒达罗周围有十几万平方千米，后又扩展到

恒河流域及德干高原，但横亘北方的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使

得它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印度半岛，其地形、地貌、气候条件

远不及中华文明所处的东亚大陆繁复多样。

在这样一个辽阔的地理发展空间内，中华大地上大致形成了两

种经济区———农耕区与游牧区，而以农耕文化为主体文化，古诗

《击壤之歌》所描述的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

食”，成了古代中华民族最主要的生活方式。

与这种生活方式同时滋长的就是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古代社会

中，中华社会结构有过发展变化，但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家国结

构却一直保留完整。严复在 《社会通诠》译序中说：“由唐虞以讫

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

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

也。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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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燔诗书，坑儒士……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

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

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维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在这种超稳定的血缘纽带维系下，社会结构也具有了超稳定的

特征：

父系单系世系原则不可逾越。在世界各民族中，由原始社会过

渡到阶级社会初期，都有过父系单系世系时期，但一般此后都有变

化。只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

因此，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没有女性的地位；在一些专门技术领

域，严格遵守 “传媳不传女”的家规。特别是在政治权力的继承关

系中，母系成员绝不能染指。因此，除武则天外，中国历史上未有

其他女性称帝，而在欧洲、印度，女王、女皇并不鲜见。

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祠堂、家谱、公田，是维系家族的三大力

量。《论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清代全祖望在 《桓溪

全氏祠堂碑文》中说：“宗祠之礼，则所以维四世之服之穷，五世

之姓之杀，六世之属之竭。昭穆虽远，犹不至视若路人者，宗祠之

力也。”家谱记载全族的世系源流、子嗣系统、婚配关系、祖宗墓

地、族产公田、族规家法等。它的作用是防止因年代久远或居处迁

徙而发生血缘关系的混乱，而导致家族解体；同时也是解决族内纠

纷、惩治不肖子孙的依据。公田又分为祭田、义田、学田。祭田收

入用于祭祀先祖，义田收入用于救济贫病，学田收入用于族内教

育。祠堂、家谱是从精神上维系族众，公田是从物质上达到 “收

族”目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比较中说：“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

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

点有密切关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







“青青子衿” 传统文化书系

○域○外○传○播

　 　 ００６　　　　

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

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①

家国同构。它是指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

性。它的本质就是父亲作为家长，成为家庭的主宰。扩而大之，家

族则族长主宰，国家是国君主宰。“家天下”三字是家国同构的最

通俗、最简洁的表达。在世界其他文明中，古印度有种姓制度，在

种姓内部，它的意义类似于中国的家族制度，但它严格执行 “不同

种族不得通婚”的规定，因此它不具有结构全体社会的作用。在古

代西方，贵族、平民、奴隶之间界限分明，中世纪僧侣、贵族、平

民之间的界限也不能混淆，欧洲社会奉行的是地缘政治、等级政

治，而不是血缘政治。

中国古代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除了血缘纽带的维系，还有一种

超稳定的维系工具，那就是语言文字。“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另一重

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

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所

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德语、瑞典语之于西班牙语，颇

有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和物

体的汉字组成……这种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

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文

字书写方式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２１ 世纪》上册，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版，第 ７０ 页。






　 　 　 　 　 绪篇

　００７　　　　

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①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中华文明的一

个重要标志，则是汉字的创制。

汉字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成熟的汉字———甲骨文产生

之前，它经历了漫长的图画文阶段。

图画文是刻画在甲骨上的记事符号，是文字的雏形，或者称作

原始文字。从现有资料看，中国最早的刻画符号出自贾湖遗址，距

今 ８０００ 多年。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舞渡镇贾湖村东侧，

１９６２ 年发现。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是目前发现的与汉

字起源有关的最早的实物资料。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契刻符号的刻

画、笔势、形态、组合等各方面都与商朝的甲骨文基本一致，因此

这些符号应该是 ８０００ 多年前贾湖人使用的文字。

晚贾湖遗址 １０００ 多年的半坡遗址，是 １９５３ 年考古界的重要发

现。半坡遗址位于陕西西安，距今 ６０００ 年以上。考古学家从半坡

遗址陶器上发现各种不同的刻画符号 １１３ 个。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

者认为，这些刻画记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晚半坡遗址 １０００ 多年的陵阳河遗址 （位于今山东莒县）、丁公

陶遗址 （位于今山东邹平）、王城岗遗址 （位于今河南登封），也

是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界的重大发现。这些遗址都出土了契刻

符号，考古学家认为它们都具有早期文字的性质。尤其是王城岗遗

址的刻符，被认为是有确凿时代的最早的文字。经考定，王城岗遗

址属于夏朝初期遗址，距今约 ４０００ 年。其中一个陶器上的一个刻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２１ 世纪》下册，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版，第 ３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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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被认定为 “共”（“拱”）字，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个汉字。

“图画文”算不算文字？文字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文字

学家是肯定的，所以在这些文字学家的眼里，汉字在距今 ８０００ 年

前就产生了。但有的文字学家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成熟的

文字不应当用 “图画”来表示意义，而应当用超越图画的自成体系

的符号来表示意义。

如 “人射鹿”这一信息在 “图画文”阶段，就是用 “人拿弓

箭射鹿”这样的图解来传递：

而在成熟的文字产生后，“人射鹿”的意思由 “人拿弓箭射鹿”的

图解，变成了这样三个字：

尽管这三个字的字形还有很浓的图画意味，但它们已不再是用图画

解释意思、传递信息，而是用文字组成句子传递信息。在这些文字

学家看来，只有当人们用一个一个文字自由组合成不同的句子来表

达意思时，成熟的文字才算真正产生。这样成熟的汉字，到距今

３０００ 多年的商代产生了，那就是甲骨文。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到商代的甲骨文，走过了约

５０００ 年的历程。如果再算上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产生之前的我

们并不知晓的历史，汉字的产生确实走过了漫漫长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图画文的产生，还是汉字的最终产

生，都有一个非常缓慢而复杂的过程，都是集中了无数智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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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逐渐完成的。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完全可以把传说中的创字者伏

羲、苍颉看成是祖先无数智者的集合体。是这个集合体的探索与实

践，创造出了汉字这一人类奇迹。

汉字之所以被认为是奇迹，是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其

历史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它不仅是维系中

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统一的重要力量，而且将是助推中华民族

走向光辉灿烂未来的重要力量。

汉字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文字学家从汉字的造字方式、

书写方式及其体现的民族思维方式、审美意识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

究。这里从思维方式、社会意义、审美意识以及表现方式四个方面

略作介绍。

汉字体现人类系统思维的思维方式美。系统思维也叫整体观、

全局观，就是把认识对象作为系统进行综合考察，从中寻找到规律

从而整体地、综合地、立体地把握认识对象的一种思维方法。系统

思维能极大地简化人们对事物的认知，给人们带来对事物的整体

观、全局观。《易》的思维方法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系统思维方法，

它用八卦 （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将世界系统化。中

医阴阳理论其实也是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比比皆

是，现在所谓的 “云”思维也是系统思维。汉字背后的系统思维，

主要体现在它的取类思维。许慎的 《说文解字》将 ９３５３ 个字分别

归入 ５４０ 部，１４ 大类。许慎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发现并阐释了汉字

背后隐藏的系统思维秘密。如将与 “人”有关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

事置于 “人”类，将与 “心”有关的人的情事纳入 “情”类，将

与 “水”有关的事物置于 “水”类，将与木有关的事物置于 “木”

类……在这样的不断取类中，汉字就将世界有系统、有类别地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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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化了。这也是我们的字典在编排时要按部首编排的内在原因，

因为部首是类首。

汉字体现人类集体思维的社会意义之美。集体思维又称群体思

维，它体现一个团体、一个群族、一个社会体的共性思维特征。这

些共性思维特征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追求，具有社会

意义之美。汉字 “意美”的很大一部分是它承载了中国人作为社会

共同体的社会追求之美。比如 “苍颉”二字，“苍”在古代神话中

指 “苍帝”，苍帝也叫 “灵府”； “颉”在古代神话中指 “青狗”。

人们赋予汉字的创造者一个具有神异特征的名字 “苍颉”，背后就

隐含着对这个创造者的崇敬。再如 “修身”的 “修”字，篆文为

“ ”，是 “ ”与 “”的会意。“ ”即 “攸”，意思是一只手

拿着一根木条轻轻敲打以水淋背的人；“”，是装饰的意思，两者

会意而成洗涤人体污垢，为其装饰，使其美好。所以 “修”字体现

了人们对完善、完美的共同追求，这从与 “修”有关的一系列词语

中也可以看到：修身、修善、修敬、修养、修学、修业、修行；修

饰、修治、修缮、修剪；修书、修史；修建、修筑……如果我们仔

细探求，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汉字都隐藏着民族的共同认知，这正

是它的社会意义之美。

汉字体现人类审美思维的审美意识之美。审美意识包括感知、

感受、趣味、理想、标准等各个方面，从汉字中可以发现我们民族

在这些方面的种种美意识。如 “美”字，甲骨文是 “ ”，由

“ ”（羊）“ ”（大）会意而成。“羊”“大”为 “美”就体现

了民族审美意识的三个重要原点：一是味觉。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说 “美，甘也”，即 “硕大之羊，肉味甘甜”是美的。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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