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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中国方案”：涵盖哲学、史学、文学多
个人文学科，以多维度和宽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进
行话语阐释与理论探索，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素
及其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中华经典海外传播、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研究主题。学者们的专题报告既
有纵向的案例式考察和思想史解读，也有横向的跨
文化比较和多元性反思，旨在概括凝练中国式现代
化的中国特色并丰富发展其理论体系。 （雷环捷）

分论坛二“文明典范”：以“文明典范”为切入点，
六篇论文三层递进。首以古典哲学开展儒学演化脉
络与径路，透过朱子读书法对扣现代学习观论文化价
值，突显民族根源性的必然意义。次由剖白家族“断
回肠、思故里”的生命经验，唤起“此夜曲中闻折柳，何
人不起故园情”的乡愁基调，突出共同血脉下海外侨民
与祖国文化价值的近同性。第三层论文治教化的凝
定与化成，塑造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根基。以“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是‘两个结合’的产物”“坚守中华文明的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
特性”，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郭士纶）

分论坛三“命运与共”：从微观层面的中华文化
传承与自信、两岸融合发展的可行性政策与信息推
广、两岸农业现代化经验的交流、共同举办闽台节
日文化活动等层面层层递进，阐述海峡两岸同出一
源，血脉相连，两岸人民追求和平统一的理想，以及
具体性方针。再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为出
发点，构建和平统一的可行性策略。由思想传播到
理论成立，从政策宣传到可行性做法，全方位地探
讨中国式现代化对两岸统一的重要意义。（张祐睿）

分论坛四“文化实践”：聚焦两岸文化交流和文
化实践等议题。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理事叶
蔚南结合亲身经历指出，从新中国的建设到乡村振
兴，台湾同胞从来没有缺席；梧州学院文学与传媒
学院副教授李中然强调推广儿童诵经对于塑造两
岸中国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福建师大文学院讲
师庞壮城以《韩非子·五蠹》为例，探讨了课程思政
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问题；福建师大文
学院助理研究员高维宏指出，许地山在1920年代
初的社会学构想有深厚的闽台视角经验；华侨大学
文学院讲师黄琪椿考察了台湾光复初期左翼思想
家、文学家对于两岸命运与共的深刻论述，具有跨
时代价值；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许怀之介绍了
台湾大学院校吟唱古诗词的传统活动，这对于加深
两岸文明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龙涌霖）

分论坛五“经史传统”：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
国经史传统的密切关系。重点呈现了当前学术界
在人类学、考古学、经学与哲学的最新研究。上述
研究或从考古成果探究中国历史中更为深广的礼
乐传统，或从经学、历学的互动发展揭示其与古典
政治传统的复杂关联，或从儒道哲学研究透视人类
社会发展过程中更为复杂的人性与社会，道德与政
治，法度与百姓等结构性存在。当今学术界对经史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成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支撑与不竭动力。 （王子剑）

分论坛六“古今之变”：六位发言人从文学经典的
当代作用，科技思维的未来展望两个大方向切入。探
讨了小说里“穿越”“重生”等议题，反映古今群众突
破现实的渴望；韦伯方法论对儒家思想误区的原因
反思；古籍数字化对中国文明传播的积极力量。有
对人本主义过度发展导致现代价值崩溃的深刻关
怀；重新界定科学与技术的作用，肯定未来中国视野
下科技发展方向的正面效益；从古今“彩礼”观的异
同，探索彩礼对两岸实体经济的影响。 （许怀之）

分论坛七“文化自信”：五位发言人分别从“中
国传统戏曲”“台湾人文学之转进”“台湾少数民族”

“理想之重要性”“解读《台湾移民图》”等具体问题
切入，阐释文化自信得以确立之基。本分论坛之议
题，既包含对文化特性问题之回溯，亦有对文脉延
续及如何发扬传统文化等相关问题之思索，内容丰
富，横跨绘画、戏曲、文学、人文学、民族学等诸多领
域。所涉领域广博宏阔，诸位发言人却皆能将主旨
落实在文化自信上，体现了两岸文化具有同根、同
源、同脉之特性。 （薛冰洋）

分论坛八“文化生命”：有六位发言人发表见
解，其中四位聚焦于我国儒释道的传统思想的学术
史梳理，这部分的研究包括唐君毅对于儒学佛学的
研究，顺昌齐天大圣文化的渊源考，台湾地区的鸾
堂文化与儒学之间的关联，以及通过严复研究梳理
儒、道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另两位分别
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探讨东亚学的当代意义以
及闽南话歌曲在华人文化圈的传播。 （高维宏）

市社科联

做足做好对台学术交流
第五届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落地厦门成功举

办，这是市社科联深入开展对台学术交流的一项成
果、一个缩影。

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是国台办年度对台交流
重点项目。市社科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厦
门经济特区因台而设”战略定位，一直把对台学术
交流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来，市社科联、市
社科院充分发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厦门工作站、
高校学术年会以及社科学会平台作用，彰显“联”的
优势，做好服务工作，以多种形式和创新方法，大格
局、高站位、宽视野、多层次开展对台学术交流，为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提出许多具有独特
见解、富有创意的建设性建议。 （韩笑）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开放性、包
容性，在不断地交流借鉴中，中华文明形成
了开放的体系，在兼收并蓄中继承创新，历
久弥新。

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逐步发展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
交流、学习、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优良传
统的当代传承。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继续发展马克思
主义、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
时代完成创造性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的
基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夜的“科玄之争”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
战”），最后既不是西化派也不是传统派占
据了中国革命方向的思想阵地，而是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成为现代中国进步人
士的思想选择。

历史唯物主义的介入，或者说唯物史
观对于“科学”内涵的重新界定，使近代中
国最终确立了科学主导的方法论、世界观
以及认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政治教化、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
义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有机融合，中国
精神与外来思想实现了交流互鉴，五千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840年以来的革命文
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和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明的灵魂刻画
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这五个特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的一系
列新观察、新观点、新论断，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华文化精神融于一体，将中
华文化民族性与全球化时代性融于一体，
这是唯物史观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的
新成就。

“两个结合”不仅在逻辑上不可分割，
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层
面上，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坚实
理论基础和取之不竭的文化源泉，为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
代化提供富有哲学辩证内涵的理论指南。

“文明交流互鉴”为“两个结合”的唯物
史观奠基。“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是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于一体
的智慧结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个结
合”为全球文明发展提供的中国道路、中国
智慧。

坚持文明互鉴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五届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在厦门海沧举行，两岸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开辟了
一条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之路，克服西方式现代
化的教条，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以
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10月27日在厦门海沧举行的第五届海峡两岸人
文学论坛，采用主论坛和分论坛两种形式，两岸学者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就中国式现代化与
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代性与超越人类中心主
义、文明交流互鉴与建设新时代中华文明、中国现代
性与台湾新文化运动等论题发表主旨演讲，从多角度
多方面就中国方案、文明典范、命运与共、文化实践、
经史传统、古今之变、文化自信、文化生命等专题展开

学术探讨，在交流互鉴中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学
术研究。

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系国台办年度对台交流重
点项目，本届论坛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持福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背
景下举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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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者构成了一种逻
辑关系，需要学界深入分析与阐释，“中
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正是基于这样
一个维度而展开讨论。

首先要讨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明根基，同时深入地解析中国式现代
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
态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是基于中国式
现代化的实践提出的。当过去的现代
化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实
践进程时，就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创新。
例如：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是以对外资本
扩张或殖民扩张作为动力，而是走出了
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经济长期发
展、生产力极大解放的同时，又能保持
社会长期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
义与市场经济共属一体、相互兼容；这
些现象在过去的现代化理论中得不到
解释，需要从文明的视角才可能找到解
答。

进而言之，应当如何理解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关
系？近代西方社会理论实质上都是抽
象的社会理论，如何让抽象的社会理论
能够解释具体的文明发展，就需要与文

明形态、文明理论进行结合。马克思主
义社会形态理论指出，要结合历史条件
来分析社会条件，社会形态有一定的历
史性，而文明则是构成具体历史条件的
重要前提。所以，文明形态是让社会形
态从一个抽象社会形态变成一个具体
社会形态的重要历史条件。就社会再
生产而言，文明是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重
要动力。文明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是具
有文明的历史土壤的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而
文明在具体社会的再生产中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文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促成了生产力的进步。

就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之关系而
言，需要形成一种哲学突破，建立起一
种与抽象形而上学相对的具体形而上
学。所谓具体形而上学不只解释“具
体”，本身也包含共同性和普遍性意
义。文明可以定义为文化生命体，是具
体而非抽象的形态，是天地之德在人身
上开显出的历史进程。每一具体文明
都是德的开显，因此才形成相互理解交
流的可能性，才可能形成更大规模的
天、地、人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的结合，创
造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
和古老文明是同一个文化生命体发展
的不同阶段，古老文明藉由不息生机
开创出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则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统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古今中西
道路之争”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用中
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式现代化的教
条，又坚持了中国自己的主体性，成为
中华文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的
最大公约数，焕发出、解放出文明创造
的动力和生命力，这也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明意义。

教科书里描述18世纪下半叶的西
欧巨变，大多立足于两个舞台背景：雾
霾笼罩下的伦敦工业革命，喧嚣的巴士
底狱与法国大革命。然而这种说法却
隐藏了一个导引认识的戏法。他们把
现代的故事说得太满了，太实证了。

我打算借“天的退隐”来重新理解
现代性。王勃抬头看天时说“天高地
迥，觉宇宙之无穷”，但这个“天”不只
是苍苍之天，而是可以如郭象所说的

“万物之总名”，也就是先于、大于、高
于我们日常之存在。但微小的我们总
是为了确立自身而贬抑驱逐某些事
物。从现代性的背景出发，人们自主
结社，发扬权利论述、高唱自由、平等
博爱，市民社会之上不再有更高的东
西。随着中国被裹进现代世界之进
程，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抨击旧有

的天地观，将天与道德脱钩，于是天几
乎就等于天空或太空，只意味着一种物
理意义上的高度。

但是，在这样一个自我膨胀的状态
之下，理性会蜕变为虚无之心。当你毫
无敬畏，又如何不会以他人为手段，以
别的民族为手段，这其实是有严重内在
缺憾的。

从西方开显出来的人之观念强调
人定胜天，即一种启蒙的英雄主体，以
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主体哲学，将天地万
物以及所有文明他者视为征服的对
象。不同的是，中国人所想象的“天下”
则是另一种政治秩序之想象：是一个
由近及远的、自我与他者相互感受与
理解的过程，是一种“之间性”的认识
论，是对自我中心观的克服，是包纳生
命，乃至万物的一体感的、最大范围的
政治秩序。

所谓天地万物一体，必然是超越民
族国家，甚至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定有
一个值得人们永远追求的、更高的道德
秩序设想。因此必然会培养出我们节
制敬畏的人格特质，也必然不会出现历
史终结论这种傲慢的理论想象。

从全球范围来说，我们要有一种第
三世界的视野。第三世界的文化与哲
学普遍对人的欲望保留一种深刻的节
制，对天地与自然保留一种敬畏，对苦
难者带有一种同情与扶持之心。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核心的思
想，就是“新民”思想，影响所及，也带动了
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现代性的开端肇始于五四新文化
运动，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文化抗
日运动是文化与政治一体化的实践，亲身
参与其中的叶荣钟在《日据下台湾政治社
会运动史》一书中指出：当时提倡新文学运
动的，“都是些社会运动家，或是抗日的革
命分子”，与台湾的文化运动、抗日民族运
动有密切的关联。他们大约出生于1895
年乙未割台前后，最晚不晚于1910年，因
为1910年出生以后的世代，书面语已经变
成日文。

这些文化人从梁启超、孙中山、鲁迅以
及瞿秋白的思想中汲取革新中国的方法与
道路，在报刊上以新旧文学论争、中国社会
性质论争、文艺大众化论争等带有文化政
治性的议题介入现实的改革。他们皆能洞
察帝国主义现代性的剥削本质，批判日本
殖民统治对台湾同胞的荼毒与压迫，并实
际投入到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中，坚持走
出一条将台湾内在于中华民族的自力更生
的现代性道路。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知识分子以中
国现代性革故鼎新的道路，寻求脱殖民地

化企求回归祖国的视野长期被遮蔽，除了
两岸长期的隔阂，主要还受到以西方为中
心的现代性论述的笼罩，还有近年岛内“去
中国化”论述的影响。

我想以叶荣钟为例，说明殖民地知识
分子如何以祖国为师反抗日本的统治，其
中叶荣钟对中国现代性的借鉴与思考，最
足以说明他们对所谓“殖民现代性”或是

“殖民有功论”的质疑与驳斥。
亲身经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叶荣钟对

台湾“近代化”的看法，是以民族文化为主
体对抗帝国主义的路径，他指出：“台湾近
代民族运动以日帝国主义为对象”，“台湾
民族运动的目的在脱离日本的羁绊，以复
归祖国怀抱为共同的愿望，待无议论余
地”。叶荣钟的著述，必须放在日本殖民统
治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如何参照中国现代性
的方案以寻求回归祖国之道，给予重新的
评价。

在叙述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时，叶荣
钟特别推崇庄垂胜的“中央书局”以及蒋渭
水的“文化书局”，他将台湾文化协会视为
是台湾文化更新的现代性的开端。

叶荣钟对台湾“近代化”的看法，是以民
族文化为主体对抗帝国主义的路径，对于叶
荣钟而言，现代化除了日本学者所认为的物
质基础的建设与欧美的新思潮，还必须立足
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更生与发展，而不是舍弃
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去接受殖民者引进的“现
代化”，因为那是为了方便殖民者剥削的现
代化。叶荣钟的文史著述，留下许多线索说
明：即使是在被迫割让给日本的殖民地时
期，台湾知识分子仍旧心怀祖国，以参照中
国革命的方法，追求民族文化的更生与发
展，可以说台湾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性在
台湾的支脉，也是能够洞悉殖民现代性剥削
本质的一支重要的支脉。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现代性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赵刚（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台湾新文化运动
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支脉

徐秀慧(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交流互鉴 建设新时代中华文明
常旭旻（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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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本报记者 郑晓东 摄

1010月月2727日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在厦门海沧区召开第五届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在厦门海沧区召开。。

分
论
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