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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风 先 发 苑 中 梅 ，樱 杏 桃 梨 次 第
开。”虽然如今已经是初冬，但是刚刚结
束的第六届中国学论坛的热度仍然在蔓
延。作为我国主动搭建的以中国自身为
研究对象的国际性学术对话平台，中国
学论坛已经走过 11 年，中国也已经发展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海
外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关注古老
中国的历史文化，关注当代中国正在发生
的深刻变革。因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不仅正在改变中国，也将为世界带来“中
国智慧”。

智慧之源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
是不断发展的中国治理理念，都
在融汇为支撑当代中国改革和
发展的“中国智慧”

“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中，我经常会被
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一讲到中国文化，所听
到的就是孔子、孟子，就是儒家、道家，当代
中国有什么思想和什么学者能够介绍给世
界呢？”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何锡蓉说，
其实，中国学概念在近 40 年的发展中已经
有了新的变化和扩展。它不仅指海外学界

对中国事物的研究,也包含中国人自己的分
析和研究；它不仅有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
也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既有文献性的研
究,也有实证性的研究。这样的问题，当代
中国学者必须面对。

在很多与会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看来，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不断发展的中
国治理理念，都在融汇为支撑当代中国改革
和发展的“中国智慧”。对此，新加坡国立大
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有自己的独到见
解，学习是中国文明最核心的本质。“中国正
在吸纳一些来自西方的优秀文明，但是并不
希望放弃长期以来的治国传统。中国正选
择性地引入西方国家的组成部分，并将此与
自己的传统整合在一起。”学习、开放、走自
己的路，这些看似矛盾的内容在中国却融会
贯通，而其背后体现出的中国智慧，也会给
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启示。

实际上，中国在发展的同时，也一直思
考能为世界带来什么。“发展后的中国并没
有独善其身”，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胡鞍钢
教授告诉记者，它带动了南方国家集体崛
起，改变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南北经济大趋
异，成为 21世纪南北大趋同的“主力军”。

“自2007年到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
以来，可以明显地看到，西方治理精英的国
内政治权威正在走下坡路。”英国剑桥大学
教授马丁·雅克在演讲中指出，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统

治精英在国内的政治权威在下降。与此同
时，中国的执着和价值倡导，不仅显示出中
国的智慧，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治理模式
和机制安排的智慧来源。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带一路”战略的
提出。不少专家认为，“一带一路”既能让人
联想起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又有着鲜明

的时代印记，体现出独特
的“中国智慧”。“与古代的

‘丝绸之路’不同，‘一带一
路’是一个新的经济体合
作模式，它会加深、加强这
些区域间乃至这一区域内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能
够增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
联系，也能够通过创造人
与物资乃至各个方面的交
流网络和平台，更好地促
进区域间国际和民族的交
往。”亚美利亚国家科学院
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哈鲁特
尼亚认为，“一带一路”显
示出对和平与和谐的追
求，是一个可以全球共享
的战略布局。尼泊尔关系
学院秘书长什雷斯塔介
绍，在中国提出“一带一
路”战略构想后，尼泊尔也

有了建立跨喜马拉雅经济区的设想，希望将
中国、印度、尼泊尔纳入其中，从而将南亚、中
亚与中国连接成一个经济走廊。

“全球聚焦中国，这是中国学发展的机
遇。”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蒋建国表示，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
研究中国学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他认
为，一要多研究历史的中国，更要研究现实的
中国和世界的中国：“研究中国关键是要以全
面、客观、公正的态度认识中国国情，把握中
国的现实，既要看到经济体量大，发展速度
快，也要看到人均少、不均衡、水平低，既要看
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的
巨大差距，既要看到全面实现小康的美好愿
景，又要看到实践中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

动力之鉴

海外中国学的兴盛，正是中
国改革给世界带来机遇的体现

中国学研究升温，根本原因是世界对
中国发展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中国的发
展取得了非凡成就，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和
追问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动
力”。在不少与会者看来，本届论坛以“中
国改革 世界机遇”为主题，既有当前的现

实意义，也有长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发展
备受世界瞩目。”上海市市长杨雄在致欢迎
词时说，正在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描绘未
来 5 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这将为我国
改革开放注入新的动力，也将为世界发展
创造新的机遇”。

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主任欧凯
也证实，“最近几年，土耳其的管理、教育、
旅游等诸多行业都急需汉语专业人才，越
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学习汉语”。欧凯介绍
说，土耳其的中国研究也方兴未艾，近年
来已有 30 多名研究生从安卡拉大学汉学
系毕业。这些学生就是土耳其中国研究
的未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
究系主任蓝普顿发言表示，以往美国人对
中国知之甚少，现在则朝着全面系统的方
向发展。

海外中国学的兴盛，正是中国改革给
世界带来机遇的体现。“当前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
成，完全有条件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增长。”
蒋建国表示，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真正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未来世界格局发展中，中国将与
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担世界和平稳
定的责任。

“相信在‘中国智慧’‘中国动力’支撑
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在更大程度
上超越旧格局，迈向一个更加多边的均衡
经济发展模式。”南非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
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贾亚·何西表示，

“而这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
价值”。

然而对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与中国
动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傅
莹却有自己的担忧，“误读”是中国对西方
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也势必将阻碍世界对
于中国发展和中国模式的理解。造成误读
的原因有二：一是西方世界很多人放不下
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中
国；另一方面，中国也确实需要提高自身构
建叙事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是由中国特殊
的国情决定的。中国历史发生的实际过
程，对构建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基
于对这些基本史实的确切了解，才可能形
成对中国发展进程的‘中国式思维’，才能
读懂中国，进而为深化中国问题研究打开
思考的大门。”傅莹说，这就要求从事中国
研究的学者们既要立足于对中国历史文化
传统的深入了解，又要聚焦于对中国现实
问题的深刻分析，同时还要熟练掌握国际
同行的话语体系，用国外同行听得懂的语
言，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关于中国学的研
究，任重而道远。

中国是世界的转折点
□ 李治国

作为我国主动搭建的以中国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性学术对话平台，中国学论坛已经走过11

年，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

拼知识，拼反应，拼实力的益智类节目

是综艺类节目中的一股清泉。场上的答题

选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不但让人顶礼

膜拜，还能把丰厚的奖品收入囊中！彰显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创造财富的真理。

看这类节目，我常常会跟着选手模拟答

题，能回答出来的寥寥无几。上电视答题，要

经过层层筛选，就我这答题状态，根本连上电

视露脸的机会都没有呀！一种落差油然而

生，同样是人，他们不是三头六臂，我也不缺

一个零件！答题差距怎么那么大呢？一位答

题高手说的话，让我醍醐灌顶！她一年书本

的阅读量在3000本左右！额滴神！我只羡慕

人家的满腹经纶！博学多才！忽略了答题高

手光鲜背后，书本的阅读量！反省中扪心自

问，自己一年能看几本书呢？让我自惭形秽

的是，一年书的阅读量只在几本。

中国具有全世界最悠久阅读史的国

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与莎士比亚名

言: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原来，我有信手拈书的习惯，从啥

时，我对书本的热情渐行渐远了呢！面壁

思过！追根溯源罪魁祸首就是从装了微信

和淘宝！发了条微信及晒“美照”到朋友圈

后，会急不可待地看，有没有点赞的，什么

人为我点赞，哪条微信点赞的人多了，内心

像烟花爆放一样！心满意足后再到淘宝网

上逛逛。哇，那么多的“尤物！”璀璨精美的

衣服，时尚别致的鞋子⋯⋯看得俺垂涎三

尺，心旌摇动！还等什么？小手一抖，拍！

我这淘宝网的“死忠粉”，一屁股坐下，就像

被胶水沾上。

就是难得和闺蜜们聚一起，虽然难抑兴

奋之情，叽叽喳喳聊得如火如荼之际，我也

要见缝插针地浏览一下 QQ，微信，淘宝网，

由于是手机“剁手党”的积极分子，一看手机

欲罢不能，无形中疏忽了姐妹之间的亲密交

流，被闺蜜义正词严地批评过！原来信手拈

书的习惯成了信手拈手机，脑子里空荡荡，

答题屈指可数，也在情理之中。

放眼望去，被通讯工具统治的当今，不

爱阅读的现象貌似不是个别而是普及。难

怪，前几年，一名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

虑，不阅读的中国人》红遍网络。

当他坐在从德国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正

是长途飞行中的睡眠时间，机舱已熄灯，他

怕惊醒别人，蹑手蹑脚地起身去厕所。当他

穿过了很多排 iPad，惊讶地发现，不睡觉玩

iPad 的，基本上是中国人，他们都在乐此不

疲地打游戏或津津有味地看电影，没见有人

读书。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智

商社会》意外地触动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

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间，按摩店比比皆是，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

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 15 分钟，是典型的“低

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读书已上升到能不能成为一个发达国

家的标准，危言耸听？断章取义？还是一位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而这份偏见，好像

和一份媒体的报道不谋而合。中国人年均

读书 0.7 本，与韩国的人均 11 本，日本的 8.5

本，法国的 8.4 本，俄罗斯的 55 本，以色列的

年均 64本相比，差距巨大。

现代人工作之余，热衷玩游戏，推杯换

盏，打牌搓麻将，歌舞升平，足疗等应酬活

动，却不愿花时间读几本好书，与作者共享

那段岁月放纵的思绪和情愫。

说来道去，其实我就是想，

我们真的该多读点书了。读书

是 世 界 上 门 槛 最 低 的 高 贵 举

动。它能开阔视野，进德长智，

明了天下大事。如真想静下心

来读书，必先去除诸多的诱惑

和干扰，然后静坐，思过，读书，

明智，开悟，精进，而后必成大

器也！

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
□ 顾莉敏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
世界”。这是艾丽丝岛上一家“小岛书店”
的铭牌，也是吸引我走入这本全球畅销小
说的原因。

这是一本为读书人而写的书。最让人
感到惊奇的，是每一章都用一本书的名字
命名:《待宰的羔羊》《像利兹饭店那样大的
钻石》《咆哮营的幸运儿》⋯⋯每一章的序
言，就是关于该书的评论。开始读时，对作
者这样的安排感觉有些奇怪，但继续读下
去就会发现，这原来是主人公——“小岛书
店”的老板费克里先生为自己心爱的养女
撰写的读书推荐。

人到中年的费克里先生，丧妻之痛与
书店经营危机接踵而至。珍藏的善本书失
窃，让他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此时，
一个 2 岁的小女孩走进了他的生活，拯救
了濒临崩溃的费克里。这个名叫玛雅的小
姑娘，是被单亲母亲遗弃到“小岛书店”的，
她的到来，让处于孤独状态的费克里走出
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
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并最终找寻
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是一个有关爱与坚持的故事。正如
作者巧妙地为每一章选择了一本书的名
字，书籍恰恰在故事的背后起到了穿针引
线的作用。费克里先生与他的继任妻子阿
米莉娅的相识，源于身为出版社业务代表
的阿米莉娅向他推荐图书；养女玛雅的出
现，源于玛雅的母亲希望女儿能在一家书
店长大；而警长兰比亚斯等为费克里提供
了许多无私帮助的岛上居民，也在费克里
的帮助下走入了文学的美妙世界。许多人
因为阅读而走在了一起，在他们本该平行
的生命中产生了一个个美丽的交集。

有人说，这本以书店老板为主人公的
小说，就是一封写给阅读的情书。徜徉于
字里行间，以往阅读的场景时不时地会跃
入眼帘。

“玛雅知道她的妈妈把她留在小岛书
店，但是也许每个小孩在某个岁数都会遇
到这种事。有些孩子被留在鞋店，有些被
留在玩具店，还有些被留在三明治店。你
的整个人生都取决于你被留在什么店里。
她可不想生活在三明治店。”读到此处时，
笔者不禁莞尔，立刻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时
代。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小县城里，唯一
的一家新华书店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尤
其是从柜台改变为开架售书之后，躲在书
架后，避开售货员的眼光，读着一本又一本
的图书，是我课余最开心的时光。那时我
的想法就如玛雅一样——生活在书店里该
有多快乐！其实读了些什么早已记不起来
了，唯一记得的是书店门楣上一行大大的
金字: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没有书店的艾丽丝岛，怎能称之为艾
丽丝岛？同样，一座没有书店的城市，也就
失去了它的灵魂。然而在互联网、数字阅
读大行其道的今天，纸质阅读江河日下，给
许多实体书店的经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小说中，尽管作为书店经营者的费克里极
力抵制着电子书的到来，但依然阻止不了
身边的妻子和女儿偷偷使用着电子书。然
而在费克里生病放疗时，他也不得不接受
了电子阅读器。“护士认为电子阅读器比纸
质书更卫生，‘他们应该把那句印在包装盒
上，’”费克里打趣道。

不过，在挤压着纸质阅读的同时，网上
的互联互通，也为一般读者拓展了更为广
阔的阅读空间。“当我读一本书时，我也想
让你同时读。”书中主人公的愿望，通过诸
如微博、微信等网上社交圈的形式正在方
便而迅速地实现。这种“网上社交”的阅读
方式，将传统的“读书会”搬上了虚拟空间，
也让原本“孤独”的阅读者有了更多交流的
机会。“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
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

读《岛上书店》——

有书 不孤单

□ 李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