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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变乱交
织，人类社会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但各
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 往 以 及 和 平 、 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
代 潮 流 不 可 阻 挡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
流、互学互鉴，将为
人 类 破 解 时 代 难 题 、

实 现 共 同 发 展 提 供 强
大 的 精 神 指 引 。 本 期
学 术 周 刊 专 访 日 前 参
加 了 “ 第 三 届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对 话 会 暨 首 届
世 界 汉 学 家 大 会 ” 的
清 华 大 学 首 批 文 科 资
深 教 授 彭 林 ， 请 他 从
历 史 文 化 的 角 度 ， 深
入 阐 释 不 同 文 明 之 间
交流互鉴的意义。

学者学者学者 说话说话学者学者学者面对面面对面

甲骨文的发现开启了中国学术机
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为了寻
找甲骨文，1928年秋我国学者对殷墟
进行发掘。殷墟发掘是第一个由中国
学术机构所领导的发掘，也是我国考
古工作者第一次对一个古代都城遗址
进行大规模发掘。科学的考古发掘也
为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提供了契机。

1936 年 YH127 坑、1973 年小屯
南地、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的
发掘，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次
重要发现。回顾120年甲骨文的发现
历史、发掘过程和研究成果，我作为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重要的甲骨文发掘
参与者或主持者，可谓感慨万千。甲
骨宝库的神秘大门，在考古发掘中徐
徐开启。甲骨资料的层层积累，发掘
经验的步步提高，研究成果的渐渐丰
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甲
骨文世界。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促进了考
古学，尤其是殷墟考古学的发展。其
一，它使中国的考古发掘走上了科学
的轨道。从1928年至1937年，我国
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 15 次发
掘，收获巨大。其中1931年梁思永
领导的第四次殷墟发掘，在殷墟后岗
遗址发现了小屯、龙山和仰韶文化的
三叠层堆积，使学术界对中国新石器
时代这两种主要文化的早晚关系及它
们与商文化的关系有了明确认识，在
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后岗
的发掘，梁思永把他在美国哈佛大学
考古系和古人类学系学到的知识运用
到发掘中去，结束了过去以人为的水
平层位，即通过量发掘的深度来登记
出土文物的不科学做法，开辟了以文
化层为单位的发掘方法，使中国田野
考古学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可以说
是我国田野考古史上一次巨大进步、
巨大飞跃。殷墟考古取得的成绩，推
动了国内其他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

其二，甲骨文资料为考定殷墟文
化分期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众所
周知，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都城，
在这里一共延续了273年（有的学者
说是254年）。考古工作者依据地层
叠压关系和陶器的形态变化，将殷墟
文化分成四期，确定了它的相对早晚
关系，但是它的绝对年代是要依据甲
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来考订的。经过
学者考订，第一期相当于盘庚、小
辛、小乙和武丁早期，第二期相当于
武丁晚期、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
相当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
期，第四期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其三，甲骨文资料为研究遗址现
象和考定遗迹遗物的年代提供了依
据。下面我举两个例子。例一，分析
甲骨文及商代铜器铭文的“车”字的
形体，对殷墟车马坑的发掘和车辆遗
迹的研究非常有启迪。在20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清理出两辆完
整的商代马车。车辆的结构是一辕、
一轴、一舆、一衡，和甲骨文、商代
铜器铭文的“车”字结构很相似。这
就表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是以现实
生活中的马车为蓝本而创造出“车”
字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深入研
究了甲骨金文中的各种“车”字，不
断改进发掘工作，继续探求商代车的

细部结构，从而取得了许多收获。具体
说，第一就是我们对车衡的认识。在
1987年以前，由于殷墟发掘所见的车
辆，都是直衡的车，有学者认为商代马
车大概都是直衡的。但在商代甲骨文或
者铜器铭文里，曲衡的车占了绝大多
数，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商代应该有曲衡
的马车。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在发掘中
细心寻找，如果不带着问题是很难找到
的，因为是土中找土、灰中找灰，当时
的车都腐朽烂到泥土里头了，特别是烂
到灰土里的找起来就更困难了。1987
年，我们终于在郭家庄发现了第一辆曲
衡马车，后来也陆续在殷墟其他地点发
现了好几辆这样的车子，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关于车轼问题。虽然商代铜器
铭文“车”字中见到有车轼，但是以前
一直没发掘到，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西周
才出现车轼。既然商代铜器铭文有这个
图像，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有所依据的。
所以在发掘中就特别细心地注意清理，
终于在1992年发现了第一条车轼，此
后也陆续发现了几例。

关于车厢，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安阳考古工作清理的车马坑，车厢
都是长方形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商代马
车的车厢都是长方形的，但是，由于金
文当中有圆形或椭圆形的车厢，它也应
该是有所本的，所以我们也很注意寻找
车厢的样子，终于在1992年清理出一
个椭圆形的车厢。

此外，在《甲骨文合集》中，有两
条十分有趣的卜辞，它记载了商王去打
猎时，车辕、车轴都发生断裂，车上的
人掉下来了。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刘家
庄北进行发掘时，在一座车马坑里，发
现了两辆车，一辆是好车，另一辆是残
破的车，车辕断了，车轴断了，车厢也
被压扁了，就这么一辆破车，还埋葬在
坑里头，说明当时商代的人造车不容
易，车坏了，还留起来用于殉葬。

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它经历了几
千年岁月洗礼演变成独特的方块汉字。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有了它，我们
浩繁的史料和典籍，民族的记忆才得以
延续，中华文明才得以传承至今。通过
甲骨文或者商代铜器铭文的细心分析、
研究、考定，对考古工作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
民族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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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汉学家对“礼乐文明”
的发言报以热烈掌声

文化周刊：彭老师，在不久前
召开的“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
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小组讨
论会上，您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各国
学者的强烈共鸣，通过新华社的短
视频发布后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认
同。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
情景和发言内容？

彭林：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有
70多个国家的汉学家到会，做文明
交流互鉴的对话。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国际地位
不断提升，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
注：中国文化是怎样的文化？他们
与外部世界的处事原则是什么？将
来是否会由强而霸？作为一名中国
学者，我发言的题目是：《礼乐文明
与儒家的和平发展之道》，试图从中
国五千多年文明的视野，从中华的
民族性与思想世界的角度，为各国
汉学家提供自己的解读。

中国人的民族性，植根于农耕
时代。农业社会，生活安定，温饱
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孟子·梁惠王
上》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
无饥矣。”一块土地需要耕作三年以
上才能成为熟土，所以农民依恋土
地，不愿离乡背井，这是农耕民族
的基本特点。

据 《史记》 记载，周人原本与
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猃狁 （秦汉时称
匈奴） 等杂居，因一再受到胁迫，
而屡屡以退让、迁徙换取和平。
《诗·小雅·采薇》 说：“靡室靡
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
故。”正是周人厌恶战争、向往和平
的生动流露。中华数千年历史，从
无向外寻衅挑战的记载，从根本上
说，正是农耕民族的民族性所致。

此外，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亦无
好战的基因。周公制礼作乐，推行
德治，民本主义思潮勃兴。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中国人一以贯之地将
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
为终极的理想目标，而将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通向这一境
界的四个阶梯。儒家文化聚焦于人
的道德成长，《大学》 说：“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以礼修身，以乐修心，内外兼秀，
成就自己的君子风范，成为中国人
的人生理想。在社会治理中，以道
德立国，《大学》 说，“君子先慎乎

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坚信道德高尚
者，必定得众（有人），得众者必定得
国 （有土），财用充足。《孟子》 说：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必胜，
成为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在儒家的理
论框架内，挑动战争、胁迫他国的执
念绝无存在的空间。

在座的汉学家以热烈而持久的掌
声表示赞同我的发言。茶歇时，许多
汉学家过来与我交谈、加微信，还有
人表示要译介我的著作。

以文明交流互鉴，重建人类文
明多元化格局

文化周刊：“文明交流互鉴”已经
成为现代社会的关键议题，您认为我
们应如何认识其重要意义？

彭林：毋庸置疑，人类文明是多
元的。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
活习俗等的差异，区域文明的样态必
然各不相同，它们按照各自的节奏与
逻辑，自由地发展、成长，是各民族
人民的正当权利。西方殖民运动兴起
后，原本多头并进的区域文明的进程
被粗暴打断，殖民者力图将其纳入资
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变成自己经济
上、政治上的附庸。随之而起的“西
方文化中心主义”，将人类文明说成是
一元的 （黑格尔就说历史是按照单一
的时间线索发展的）。一些西方人认
为，世界历史只有一个坐标轴，他们
居于这一坐标的高端，其他民族都处
于低端，甚至落后了整整一个历史阶
段。因此，一些西方人的今天就是其
他民族的明天，世界的现代化就是西

化。在此理论之下，西方人是创造文
明的民族，其他则是只会消费西方文
明的劣等民族，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对
话互鉴的可能。在这种理论的影响
下，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放弃自己故有
的本位文化，日渐走向西化。这种现
象严重破坏了人类多元文明的生态，
许多民族的文化迅速消亡，引起各国
有识之士的忧虑。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推行军
事、经济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在全球
强势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20世纪80
年代起，美国以“铁罐”撞“陶罐”
之势冲击西欧电影市场，法国电影市
场的60％被美国占据，在某些国家则
高达80%-90％，不仅本土市场严重萎
缩，国民价值观亦随之悄然改变，景
况堪虞。其后，在美、法关于关贸总
协定的开放服务市场的谈判中，美国
强调影视产品的商品属性，而法国则
强调它有精神与价值观层面的内涵，
并非普通商品，把文化的单一化和文
化产品的标准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敌
人来加以反对。

文化的全球化将加速异质文明消
亡的现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警惕。
200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
《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当今的文
化传播正在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
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为此，“必
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
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各民族的文化
都有合理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理
应享有同等的尊严，日益成为世界各
国的共识。

文明之间交流对话平台的构建，
使任何民族都可以有尊严地向其他民
族与国家宣介自己的文化传统，包括
生活方式、文化个性与价值观，同时在
交流互鉴中学习与吸收其他文明的优
长，为本国、本民族的发展规划更加合
理的路径。事实证明，不打破西方文化
中心论的消极影响，世界其他民族的文
化就不能真正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因
而，文明交流互鉴对于重建人类文明多
元化的格局具有战略意义。

文化周刊：在 人 类 的 历 史 长 河
中，文明之间的对话从未停止。人类
文明彼此依存，通过交流互鉴不断进
步，走到今天，我们知道“一带一
路”就是这样一个实证。您能否为我
们具体加以阐释。

彭林：人类具有群体性。在原始
社会，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人类依靠
群体的力量而得以生存至今。群体性
的表现是分工合作，社会越发展，学
科之树越分蘖，社会分工越细密，时
至今日，即使是一台手机，都需要数
百家工厂的合作才能完成。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不同文明
之间并非只有排斥与对抗，完全可以
兼容并处、相得益彰。《尚书》说，舜
的乐官夔，能使“八音克谐”；商汤的
宰辅伊尹用“和五味”的道理说服君
王兼收并蓄。不同特点的事物，可以
彼此呼应、和谐共处，儒家“和而不
同”的理念，显示了儒家吞吐百家的
气象。

交流互鉴才能更好地前进、生存
和繁荣。每个国家的资源都有限，故
需要互通有无；再优秀的民族，思想
与思维模式都会有偏颇。谁都不能一
手遮天，谁也不应作茧自缚。国家的
发展，需要吸收他人的优长，需要源
头活水。中国人自古就有博采众长的
理念，《左传》明确反对“以水济水”
的做法，往水里加水，是在既有层面
上简单重复，不可能有质的飞跃。中
华民族自古就是在不断的交流与汇通

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即就商代而言，
占卜用的龟甲中，就有马来龟；作为货
币使用的贝，也多来自马来地区；三星
堆出土的金杖，具有巴比伦文化色彩。
可见商朝与周边的交往始终是畅通的。
汉唐以下，更毋庸论矣。全人类都在交
往与沟通中获益，今后只会继续扩大，
而永远不会中断。

深入研究文化的独特性，坚定
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周刊：您认为中华文明在今天
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应发挥怎样的独特作
用？

彭林：中国学者的责任，不是为证
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确再增加一个案
例，而是要深入发掘出中国文化的独特
性，去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有许
多独特的经验可以供给域外参考。黑格
尔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纳为七个阶段，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经历过全部阶段
的国家，其独特性举世无双。中国人是
以文化而不是宗教作为信仰的国度，这
在世界上也很罕见。中国又是人类社会
独一无二的，将道德教化融入包括典章
制度、行为规范等在内的礼乐制度之
中，用温和的方式引导民众向上、推动
社会进步的国家。如此等等，不胜枚
举。

以前，西方学者撰写的世界历史，
是将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这是中国人
所不能接受的。中国人有太多的话要对
世界讲，我们可讲的东西实在太多、太
精彩。但这绝对不是说可以张嘴就来、
一蹴而就、不需要准备的，这是一项漫
长而艰巨的工作。

文明交流互鉴，每年开一次讨论会
是不够的，而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
程。我认为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学
术界对中华文明的深入清理与研究。近
百年来，我们也做了很多否定传统文化
的事情，可以说发现自身亮点的工作还
只是刚刚开始，许多真正的好东西还在
沉睡，亟待唤醒。这是一个文化向纵深
方向拓展的过程，要不断刷新，千万不
可总是拿那些人人耳熟能详的材料反复
炒作。新冠疫情前，我到瑞士洛桑参加
一个非遗学术会议，介绍中国古代的

“乡射礼”，典雅而人文，与会者闻所未
闻，在对此表示惊讶之余，有些学者甚
至表示不相信！类似的东西，我们还有
不少；二是要把学者研究、整理的成
果，通过切实有效的途径诉诸民众，成
为全社会的思想资源。只有我们用中华
文明成功解决了自身的一些难题，我们
才更有与人交流互鉴的底气；三是对外
交流的专家队伍要精心挑选、认真组
织，理论论题要有研究、有针对性，不
可随意拼凑，随性发言。从这些年的相
关会议情况来看，这方面问题还有不少。

文化周刊：您认为今天我们如何做
到文化更加自信自强？

彭林：文化自信自强，核心是民众
对本国的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并为之
自豪，如钱穆先生所说，对其怀有

“温情与敬意”。我们如今的问题是，
文化的教育往往做得不深不实，甚至
流于形式，敷衍上级。特别是缺乏成
体系的、学术水平高的、可行之久远的
文化教材。

我在大学工作数十年，对上述问题
有很深的体会。我曾以十年之力，为清
华大学学生打造一门名为《文物精品与
文化中国》的全校公选课，以农业、出
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结合的方式，分纺
织、彩陶、玉器、青铜器、冶金、造
船、建筑等15个专题，介绍我国在这
些领域的杰出成就，不意受到学生的热
烈欢迎。不少学生反馈，终于触摸到了
有血有肉、令人心动不已的珍贵文物，
对祖国文化充满自信与自豪。2013
年，该课程成为我国首批加盟哈佛大学
全球网络公开课平台（edx）的八门课
程之一，面向全世界播出，众多欧洲听
众的反响也出乎意料的积极。在类似方
向上打造高品质的教材，空间相当大。

希望政府部门能从文化战略的高
度，进一步整合全国教师力量，全面规
划，打造出文化教育的精品教材，认真
实施，必见成效。

前进、生存和繁荣
——彭林教授谈以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本报记者 王小宁

■编者按：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彭林 著

彭林彭林

彭林彭林（（左四左四））在在““第三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第三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
上发言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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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了
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
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甲骨
文，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
代最早的成熟汉字系统。殷墟，则
被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殷
墟及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
前推进了约 1000 年，为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提供了宝贵资料。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曾
两度参与殷墟甲骨文重要发现，认
为通过甲骨文或者商代铜器铭文的
细心分析、研究、考定，对考古工
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
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现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