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全球化语境中引领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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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语境。破除学科壁垒、积极应对新全球化时代文

明冲突与思想对话,不断激活和张扬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精华、文明活的灵魂的本真性, 推动着马克思主

义的创新发展。对话本质上是基于新全球化时代交往实践之上、在/ 时代精神0与/ 时代精神精华0之间展开

的、以新全球问题为核心的思想撞击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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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语境

时至今日, 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事实

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旧全球

化的大转换在产业经济基础、全球化结构、全球性

内在张力、全球性治理方式、全球化思维方式等各

个方面,在深刻改变着全球交往实践结构和人们

的物质生存方式的同时, 剧烈地变革着全球文化

) 精神 ) 思想的结构, 改变着文明的交往关系和

思想的交往关系,并使后者上升为时代的轴心原

则。在新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话语间的对话、思

想的撞击重新成为全球交往关系的焦点,而/马克

思主义、当代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

义三者关系及其在文化全球性中的地位0成为中

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轴心问题。总的来说,

新全球化时代凸显两大趋势, 因而造就了思想撞

击和文明对话地位突出的两大基本要件:

其一,知识全球化的本性使文化 ) 精神 ) 思
想的创新取代工业文明而成为全球的主导原则,

因此,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

表征。美国/ 9#110事件之后, /撞击0几乎是我们

这一新全球化时代的时髦语。/思想撞击0是当代
全球化主体际冲突性的精神交往和存在样态, 是

在全球性范围内的异质思想和文明话语的强力碰

撞、裂变和否定性解读。人类难以控制的、无序的

撞击不仅正在成为摧毁物质文明的巨大力量, 而

且在一个全球化社会, 文明与思想之间的过度无

序撞击更成为毁灭人类精神文明的巨魔。作为一

个后发国家的学者,我深深地忧虑文化千年成果

的脆弱,她并不比美国世贸大厦的钢架结构更结

实,有可能被来自异质文化和思想的任意撞击所

毁灭。思想文化, 由于其/活的灵魂0的本性,正在

或必然成为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全球性撞击的焦

点, 成为无序撞击更为严重而剧烈的领域。

其二,多元化或差异化趋势。话语行为体日

趋多元化,这是当代对话的一个总趋势。如果说,

主导旧全球化时代文明关系的原则是大一统的普

适主义,即各种版本的/西方文化中心论0, 那么,

多元文化或文明间的差异性正是新全球化时代的

主要原则。后工业文明必将文化的差异及交往扩

张到全球,从而引发各种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以

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文化差异问题的深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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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从世界范围来看, 不同时期的全球化所表征

的思想撞击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形态。以东西方对

抗和冷战为核心的旧全球化时代, 思想撞击主要

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对话与撞击0; 后冷战时期主

要表现为各种文明之间日益加剧的对话和冲突;

而/ 9#11事件0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 各种保守

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回归, 使意识形态间和

文明冲突间以及后现代所指认的各种非典型性话

语 ) ) ) 从后现代性别思想到新族群运动, 从幽灵

化马克思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没有马克思的马

克思主义, 从新生态主义、反全球化组织到恐怖主

义等等之间的间隙性冲突,正在以各种错乱形式

展开着无数的撞击。思想的撞击往往是无数的异

质思想与文化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相互碰撞,而

且撞击的裂变和飞舞的碎片正在更大范围内造成

文化的创伤。今天人们不知道下一个思想撞击者

来自何方并由谁对事件负责, 撞击所引发的信息

爆炸的碎片可能会殃及无数的无辜。每一个思想

体系都可能遭到莫名的攻击。杂乱无序性、离散

化和非主调性正越来越多地主宰着思想的撞击进

程。多元化、离散性、突发性和来自无可预见性方

向的攻击使人们不再能够总是按部就班、循规蹈

矩地去思索各种思想撞击的源泉, 我们很难说思

想撞击是出于两个基本简单的思想体系, 或者说

像传统的文明对话、意识形态对话那样心平气和

地去理性地梳理来龙去脉,并认真地思考可能的

答案。我们似乎已经进入到一个思想的流星时

代。许多撞击本身的目标就是一种消解剂, 并不

产生任何肯定的意义。爆炸、销毁和消解任何思

想本身成为撞击的恐怖目的,撞击不过是这一/思
想领域的恐怖主义0的行动工具。全球化在不断

敞开思想撞击的大门的同时, 并没有规定撞击产

生有益结果的全球性秩序。传统的学术规范正在

失去防范的功能。撞击造成的破坏性加大, 外在

否定性加大, 破损方式多元化。无序多元的破坏

性撞击,可能使思想毁于一旦。因此,我们呼唤:

学界应当致力于全球对话日益理性化,探索撞击

理性化和被引导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反对多元思想的争

鸣、对话和撞击; 相反, 当年马克思主张积极对话

和争鸣、批判和砥砺。因为, 在新全球化时代, 思

想的跨文化对话、理论的全球性撞击已成为不争

的事实, 已经收到推动人类文化迅速发展之功效。

虽然有萨义德、詹姆逊等/后殖民文化批判0者所

指认的文化地位与文化身份的/帝国主义0话语霸
权的存在,但是在一个后发民族的思想领域中, 全

球性与本土化学术传统之间积极的对话和争鸣,

是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全球性精神交往一定是

多元化思想进步的重要机制。问题在于: 来自无

数方向的多元思想在全球性自由大传播中自发地

碰撞、无序地撞击、无效地冲突正在成为目前学界

的主导性景观。一方面/自说自话0或/各说各话0
正在/抢占学术话语霸权0过程中外在无序地、甚

至于无谓地相互挤兑, 另一方面又对全球各种真

正的学术理念不屑一顾或加以边缘化。这种状况

确实令人堪忧。因此, 我们主张: 作为当代学者,

应当担负起/引领思想撞击0的重任,使学术领域

成为在新全球化语境中开展有效思想对话和撞击

的场所。

走向一个创建全球文明的新轴心时代

引领思想撞击和文明对话本质上是在创造一

个新的轴心文明时代,因而是学术的重责之所在。

撞击是为了生产, 有效撞击是为了更有效地生产。

当代思想撞击的一个深刻的背景是: 从公元前 6

世纪开始的旧的轴心文明所产生的思想, 在历经

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之后,在日益世俗化的、走向生

活世界运动中正在日益失去支配世界的魅力和价

值。任何以往的/幽灵学0思路力图在改变了的世

界中/照着讲0已经不能、甚至按照这一轴心文明
的下沿脉系的/接着讲0都不能重新/召唤0世界。

我们正处在旧的轴心文明衰落和新的轴心文明崛

起的间歇期和转换期。无序的思想撞击在某种意

义上,正是这一转换期思想无所皈依的绝望表现,

也同样可能是产生新轴心文明的精神机制。我们

需要借助于有效的思想撞击而开/重新讲0之途。

/引领思想撞击0首先是/反思的全球问题学
和主题学0。学术何为? 作为时代的思想, 文明活

的灵魂无非是/ 时代精神0的表征, 是对全球性问

题的反思,一种/问答逻辑0: 时代提出问题,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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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问题, 思想是时代问题的解答。文化的对话,

思想的撞击,说到底,就是基于我们这一全球性时

代问题为底板的争鸣和对话,是/时代精神0与/时

代精神0的对话,是对时代问题的提问方式或解答

方式的较量。因此, /引领思想撞击0,首先就是要
着眼于准确辨析成为/思想撞击焦点0的历史地平

线,将这一撞击看做是历史地平线的思想表现,从

思想撞击的问题根本上加以把握, 是以时代问题

为贯穿点,从而富有时代感的撞击。

/引领思想撞击0就是要把握多元思想的全球

性/接触0的态势,在撞击的总体趋向上把握机会,

从而找出真正可能展开对话和撞击的主题。学界

普遍认为, 当代中国思想的地平线上存在着三大

脉系: 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文

化及其复兴形态 ) ) ) 如新儒学等, 他们在精神界

正展开广泛的对话与交流。在对话与交流中,必

将产生一系列的视界融合,进而成为当代中国学

术新的生长点。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经指认的:先

秦时代属于公元前 6世纪~ 公元 1世纪即创建基

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儒学、道教等具有世界性

意义文明的轴心时代。问题是: 今日交往实践观

与先秦诸子的对话, 究竟属于什么样性质的对话?

具体地说, 究竟是属于上一个轴心文明框架内的

/接着讲0, 还是两个轴心文明时代之间的对话?

我们认为是后者。在新全球化语境中, 问题谱系

的翻新,文化对话和撞击,已经引导着我们走向一

个创建新全球性文明的新轴心时代。进而言之,

两个轴心文明对话的主题、创建新全球化时代的

新学 ) ) ) 中国学界能够以何种观念来融会中、西、

马, 创造一种既具有时代水平又具中国特色的当

代学术形态呢? 学界应当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理

论范式。

/引领思想撞击0必须在公平地恪守/学术准
入0制度的同时, 积极规范学术行为,杜绝一切无

效争鸣。作为思想主题的引领, 是基于时代问题

对言说空间的开放性召唤,及时地为所有关于主

题的哲学言说开启大门, 为多元差异性思想的对

话搭建平台, 而不由某种惟一的或大写的主体独

占论域并建立话语霸权。然而, 无论何种学术主

题,思想撞击只有在规范的轨道上、按照论辩的学

术行为规则进行, 才能取得实效。如果撞击未聚

焦,对话非规范, 轻则可能使撞击流产, 重则产生

各种破坏性。无序或无效撞击,很大程度上源于

学术无规范。因此, 我们反复强调学术规范的先

导性:学术规范应当先于撞击、高于撞击。

/引领思想撞击0应走向交往、视野融合和创

新。撞击意味着多元思想间相互打磨, 激活各自

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为更好

地相互汲取、相互融合和走向一个新的理论创新

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基本路径

积极而有效地营造全球化文明冲突与思想撞

击的语境,是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基本路

径。马克思主义当然无须惧怕全球化, 更不忌讳

与异质思想的对话和撞击。因为,马克思正是/资

本全球化0的思想家,而/当年马克思0正是通过对

话和撞击的产物。正如我一再指出的: 资本全球

化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

新世界观 ) ) ) 交往实践观, 正是对资本全球化本

性、结构、特点和未来走向的规律性问题的揭示,

因而是资本全球化的理论视域。随着新旧全球化

时代大转换的到来, / 当代马克思0正在遭遇新的

全球性语境和新的思想撞击, 这是/当年马克思0

转变为/当代马克思0的思想条件。如果没有当代

全球化语境的思想撞击和哲学对话,就没有当代

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没有具

有当代话语、当代意义和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 /当代马克思0是一个重大的、带有轴
心地位的理论问题。世纪之交,新全球化浪潮在

深刻变革世界的同时也在转换着思想的历史地平

线。德里达说: /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 0在这/脱
节的时代0即充满断裂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马克

思主义的/当代性0与/在场性0何以可能? 在经历

苏东剧变后, 面临一系列重大事件: 后工业文明、

知识经济与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后现代思潮的

冲击等等,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

大实践的中国人如何重新理解与看待马克思文本

的当代意义? 如何全面梳理和解答德里达等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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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义者对当代马克思的各种理解? 进入 21世

纪,在今天的历史地平线上,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

新时代精神的精华、展示自己的当代性? 何以创

新、与时俱进及如何走向? 我认为: 思想撞击,无

疑正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开启的锁钥, 实现创

新的基本条件。自五四运动以来, 马克思主义进

入中国的历史,就是在多元思想间对话和思想撞

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

位,也是在争鸣和论辩中发展起来的。然而, 近年

来,虽然中、西、马仍然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研究的

主要领域, 但是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很深的隔膜,一

种学科壁垒正在分割着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和

中国学术研究领域, /自说自话0和/各说各话0从

学科性隔离、话语差异到思想性阻断,日益不利于

各自学术的发展, 当然也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本

性。打破学科壁垒、积极应对新全球化时代文明

冲突与思想对话, 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创新发展

的基本路径。

作者简介: 任平, 1956 年生, 苏州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1责任编辑: 韩璞庚2

/六九童心尚未消0的/六九0作/阴阳0解

刘勇刚

  龚自珍5梦中四截句6的第四首是一篇名作, 诗云:

/ 黄金华发两飘萧, 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

四厢花影怒于潮。0其中/六九0一词究竟该做何解?

钱仲联、钱学增选注的5清诗三百首6 (岳麓书社 1994

年版)注/黄金0两句云: / 自己这一生, 财富未能积聚, 白

发已经飘萧 ,但童年时代纯真奋发的雄心依然没有消失。

六九: 指六岁到九岁这段童年时代。0将/ 六九童心0 释成

/ 童年时代纯真奋发的雄心0显然不太确切, / 童心0的内

涵与/ 雄心0并不一致; / 六九0说成/ 六岁到九岁0更不合

适。

刘逸生、周锡 的5龚自珍编年诗注6 (浙江古籍出版

社1995年版)则将/ 六九0 注成: / 百六阳九的省称。道家

认为是倒霉的运数。这里代表衰世。作者认为嘉庆、道

光之际, 清王朝已进入衰世, 在文集中屡屡提到。此诗则

用六九指代之。0/ 百六阳九0 指代厄运, 道教确有此说。

5太平经钞#甲部6卷一云: / 昔之天地与今之天地有始有

终,同无异矣。初善后恶, 中间兴衰, 一成一败。阳九百

六,六九乃周, 周则大坏, 天地混齑, 人物糜溃, 唯积善者

免之。0但这首诗里的/ 六九0却绝非/ 百六阳九0的省称。

/ 六九童心尚未消0 的/ 六九0与/ 童心0是一气连贯的, 释

为衰世则颇觉不伦。并且/ 六九童心尚未消0紧承/ 黄金

华发两飘萧0的迟暮失意之情而下一振拔转语, 情调颇为

高昂,指的是诗人个体心理,而不是社会现象。

笔者认为/六九0采用的是阴阳之义。/ 六0 为阴数,

/九0 为阳数。5周易6朱熹注: / 阳爻为九0, / 六 , 阴爻之

名0。所以/ 六九0就代表阴阳、天地。宋人诗中每有言及

/六九0 ,如韩淮5新植西轩6: /问吾何所为 ? 卦象观六九。0

王十朋5宋孝先示读自宽集,复用前韵6 : / 床头5周易6深且

神,毋惜往来论六九。05老子6四十二章云: / 道生一, 一生

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0

/六九0就是/负阴而抱阳0 , / 六九童心0即谓之与生俱来的

得天地混沌之气的童心。晚明思想家李贽5童心说6云:

/夫童心者, 绝假纯真, 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

便失却真心; 失却真心, 便失却真人。0龚自珍标榜的/ 六

九童心0, 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0。龚自珍张扬

童心, 屡屡形诸吟咏: / 瓶花帖妥炉香定, 觅我童心廿六

年。0 (5午梦初觉,怅然诗成6 )/ 道焰十丈,不敌童心一车。0

(5太常仙蝶歌6) / 既壮周旋杂痴黠, 童心来复梦中身。0

(5己亥杂诗6)

童心既是龚自珍的人格境界, 也是他追求的诗美境

界。他以童心对抗虚伪, 以童心变革社会 ,以童心呼唤理

想,因而他的童心具有/ 罡风大力0。/ 叱起海红帘底月, 四

厢花影怒于潮0, 这两句想象奇幻,真力弥满, 堪称/ 六九

童心0的感性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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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 1)Philosophical Critique on Value of Contemporary Living World

YanHui  #5#
The contemporary living world is of new structure and features, and is of more humane and terminate if to inter-

pret from the viewpoint of value philosophy. The globalization directly pushed forward by market economy has made

the life content be beyond economy and be of humane features, has kindled the value collision deeply rooted in life:

the coexistence and conflict among 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 disenchantment and re- enchantment,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 ion has made the living world be of value duplicity. To look for the solut ion suitable to Chinese fea-

tures is the theoretical mission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 2)Guide Civilization Dialogue and Thinking Collision in New Globalization Context

Ren Ping  #32#
New globa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dialogue forms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Marxism. To get rid of course bar-

rier, act ively deal with civilization collision and thinking dialogue in the t ime of new globalizat ion, continuously act-i

vate and develop the truth of Marxism as the essence of the t ime spirit and the living soul of civilization, is pushing

forward the innovat ion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e dialogue in nature is the thinking collision and solut ion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pract ice in the time of new globalization, carried out between / time spirit0 and / essence of time

spirit0, centered on the issues of new globalization.

( 3)Target Location and Strategic Focus on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Zhang Haohan  #57#
To determine the target and strategic focus on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a key

problem to push forward the constant rapid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and to enhance its strategic function in the

construct 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uld actively make full use of its economic and

positional advantages to develop itself into the Chinese economic highland and the main increase pole, the advanta-

geous and strong highland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the innovation base of the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 the

highla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the guiding reg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realize this target, the author

has pointed out the strategic focu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 4)On Informal System Restraint and Its Pattern in Development of POEs in Our Country

Jiang Fuxin  Zhou Chunping  #64#
In a social system structure, the system includes the formal system and the informal one. The effect ive conduct

of the formal system needs the amendment and enlargement of the informal system. The informal system arrangement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 POEs) mainly includes the lack of moral orde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ertia of the planned institution, etc. the empha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ormal sys-

tem does not mean / the theory of culture deciding everything0. The pattern of the informal system arrangement may

be constructed by ways of imitat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construct ion of the formal system arrangement.

( 5)Governmental Prevention and Cure and Nongovernmental Aid in Management of Super Crisis

Zhu Guoyun  #88#
The crisis sometimes happens to the society because of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the nature and the soc-i

ety. Against the destructive and urgent social super crisis, apply the social general motivation to f ight, as the c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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