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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亚洲历史及其价值

□ 张西平

中图分类号：K304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7.01.031

早期的全球化历史中亚洲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和

印度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如《泰晤士插图

世界史》中所说的：

虽然人们很难准确地估量近代早期亚洲

的经济总产量……但是人们所能见到的各种

资料证明，东方的经济规模和利润比欧洲要

大得多……南亚和东亚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

欧洲人……及其商船仅为中国人及其船只的

1/10；而其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的产

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这两种商品的

产量令人瞠目结舌。仅南京一地，众多的陶

器工厂每年出产 100 万件精美的瓷器，其中

许多是专门为出口而设计的—出口欧洲的

瓷器绘有宫廷图案，出口伊斯兰国家的瓷器

则绘有雅致的抽象图案。……在印度，17 世

纪 80 年代，仅孟加拉的卡巴扎尔城每年就生

产 200 万磅生丝，仅西部吉吉拉特一地的棉

纺织工人每年就生产出口 300 万匹布。……

在整个近代早期，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

而不是欧洲。亚洲也是最强大的国家的所在

地。当时最强大的君主不是路易十四或彼得

大帝，而是满清皇帝康熙和“大莫卧尔”的

奥朗则布（1658—1707）。②

三

“亚洲”（Asia）这一地理区划，最早是欧

洲人提出来的。晚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绘《坤舆万国全图》（Great 

一

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人类早期文

明最为发达的地区，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超过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水稻的驯化、城市的出现、

宗教中的多元、宏达的神庙、铸铁、指南针、纸

张、丝绸、文字与书写、大学、规模巨大的国家管

理、杰出的艺术作品等等，亚洲对人类早期文明的

贡献，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亚洲因其伟大的

古代文明成就而令每一位亚洲人自豪。亚洲文明对

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美索不达米

亚城市文明的传统对后世的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

响，尤其是对构成西方文明“根基”的古希腊和古

罗马文明的影响。就连现代西方史学家也都毫不吝

惜地承认，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传统，与古代近

东的文明尤其是巴比伦、埃及和希伯来文明，有着

很深的渊源关系，深受其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

所中肯指出的：“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可说就是欧

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

不如说系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

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

及。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究其实际，其文明之

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近东才真正是西

方文明的创造者”。①

二

亚洲不仅仅在古代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其

发展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就是在前近代时期

（1500—1800），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

① 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序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 页。

②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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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代表亚洲，把欧洲作为“他者”，来确定亚

洲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他说：

亚洲一体。虽然，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

强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的集体主义的中国

文明与具有佛陀的个人主义的文明相隔开，

但是，那道雪山的屏障，却一刻也没有阻隔

亚洲民族那种追求‘终极普遍性’的爱的扩

张。正是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通的思

想遗产，使他们创造出了世界所有重要的宗

教。而且，也正是这种爱，是他们区别于不

顾人生目的、一味追求人生手段的地中海及

波罗的海沿岸诸民族所在。②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亚洲最早的自我言说、

亚洲自我意识的最早明确表述。很遗憾，冈仓天

心这个立足东方，反思西方文化的弊端，谴责西

方文化侵略的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因素，到了 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恰恰是冠冕堂皇的，甚至非常富

有感染力，很遗憾它变成日本对东亚民族进行殖

民侵略的侵略理论。③ 日本的这两种亚洲观都走向

了反面，成为日本近代以来侵略和欺压亚洲的理

论来源，这个事实也说明了他们的亚洲观的内在

矛盾和问题。

在亚洲，中国、日本、印度大约是对亚洲文

明的价值和西方东渐后所产生的东方文明自身价

值最为关注的国家。印度三圣之一的泰戈尔，是

在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中关注东方文明的，他对东

方价值的守护，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之上

的，他认为：“西方已经变成剥削者，已经尝到剥

削的果实而丧失道德，我们却必须用人类道德和

精神力量的信心来战斗。”他又说：“我们东方人

既不能借来西方的头脑，也不能借来西方的脾气。

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自己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④ 

1941 年泰翁临终前写了《文明危机》（“Crisis in 

Civilization”）文章，结尾说：“我环顾四面八方，

看见一个骄傲的（西方）文明倒塌，变成一大堆

枉费心机的垃圾。”又说：“可能从这地平线上、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提出天下分为五大

洲，便有亚细亚，利玛窦在图中说：“若亚细亚

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蜡及

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

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图中分列出“万

国”，中国只是万国之一。晚明儒生李之藻感叹

“俯仰天地，不亦畅矣大观”。利玛窦的同乡艾儒

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著《职方外纪》，

专列出亚细亚一章，从地理上明确了亚洲的方位：

亚细亚者，天下一大洲也，人类肇生之

地，圣贤首出之乡。其地西起那多理亚，离

福岛六十二度；东至亚尼俺峡，离一百八十

度；南起爪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冰海，

在赤道北七十二度。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其

大折首推中国……。

这些恐怕是中文文献中最早对亚洲地理所做的整

体详细描述。

西方文献中的亚洲观念只是作为欧洲人的

“他者”的一种想象。而国人对亚洲整体的自我认

知却相当迟缓。在亚洲，最早将亚洲作为一个整

体的认识恐怕是日本人。1863 年，日本著名思想

家胜海舟提出“亚洲联盟论”。他认为，当今亚细

亚几乎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脑臆狭小，而

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

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

说明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① 显

然，这是日本逐渐强大后的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

后来，在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后，冈仓天心反

其道而行之，提出“亚洲一体论”。他认为亚洲虽

然有着不同的国家，但在精神上有着共同性，阿

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

的思想，它们都分别一一述说着古代亚洲的和平，

并在这种和平中发展、孕育着一种共通的生活，

在不同的地域，开放着不同的、各有特色的文明

之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划出明确固定的分界。

冈仓天心自觉地将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实际上

① 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 年，转载于盛邦和：《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历

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125 页。

② 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55 页。

③ 同上，序言，第 6 页。

④ 参见 Sisir Kumar Das (ed.), Rabindranath Tagore’s Talks in China. Calcutta: Rabindra-Bhavana, Visva-Bharati, 1999，p.53. 转

引自谭中《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印研究的灵魂》，感谢谭中先生发给我他的抽样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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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国是扇骨，印度是扇纸，日本是系扇柄的

扇绳。

在章太炎看来，亚洲是在儒教与佛教思

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文化区域，在近

代同时都受到西洋文化的冲击。章太炎对于

这种冲击，未抱全盘否定的态度，问题在于

西学东渐后亚洲文明正走向瓦解与衰败。这

使章太炎产生紧张与难抑的文化忧思，希冀

通过亚洲亲和，互勉互尊，既收西学养分又

使亚洲文明大劫获生，更新发展。⑤

四

我们必须从战略上重新考虑亚洲的问题，从

文化上重新思考亚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应

十分清楚，中国首先是一个亚洲国家，亚洲是我

们生活的家园，我们同亚洲国家山水相连，文化

相通。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我们有着

共同的文化基因。整个亚洲都是作为后发现代化

而开始自己的近代历史，包括日本在内，亚洲国

家在如何处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上有着同样的焦虑；我们和印度一样，都有着被

西方殖民并在同西方斗争中，获得自己民族主权

的共同历史过程。

因此，重新整理近代以来的亚洲观，继承这

份重要的学术和思想遗产，这对于我们理解今日

之亚洲是重要的。同时，将亚洲放入我们的学术

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与亚洲的关

系，研究亚洲文化的特点，亚洲文化的价值，显

得十分迫切。但是，我们知识界对亚洲的思考明

显不足，正如学者们所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领域有关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讨论不仅在数量上有

限，而且真正能够将这些地区而研究带入当

代中国思想讨论的文章少之又少，在许多重

从太阳升起的东方，黎明将会来到。”① 在中国近代

以来最关注亚洲问题的当属孙中山先生。1924 年

孙中山在神户做了他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演讲。

孙中山演讲开头就说：

今天大家定了一个问题 , 请我来讲演 ,

这个问题是大亚洲主义。我们要讲这个问题 ,

便先要看清楚我们亚洲是一个什么地方。我

想我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

年以前 , 我们亚洲人便已经得到了很高的文

化。就是欧洲最古的国家 , 像希腊、罗马那

些古国的文化 , 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我们

亚洲从前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

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

来 , 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

新的种种文化 , 都由于我们这种老文化发生

出来的。②

这里我们看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本质上说

是文化。学者们认为：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 , 其最强调的是亚

洲有一个大主义 , 有一个大精神。所以孙中

山的大亚洲主义 , 就是亚洲的大文化主义与

大精神主义。这个大主义与大精神就是中

国的儒教思想。他主张将这个大主义与大

精神作为亚洲灵魂与亚洲发展发达的精神

基础。③

他说：

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 , 要造成我们

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 ? 就应

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 , 要讲道德 , 说仁

义。仁义道德就是亚洲的灵魂 , 是我们大亚

洲主义的好基础。④

以后，章太炎先生也主张过大亚洲主义，发起过

“亚洲亲和会”。他认为亚洲文化有着共同性，他

曾将中国与日本、印度三国关系，比喻为一把扇

① 参见 Sisirkumar Ghose (ed.), Tagore for You. Calcutta: Visva-Bharati, 1966, pp.188—189. 转引自谭中《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

印研究的灵魂》。

② 孙中山：“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演讲词”，载曹锦清编《民权与国族》，上海：上海远

东出版社，1994 年，第 300 页。

③ 《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亚洲一体化”的思想追溯》，《国际观察》2005 年第 4 期。

④ 同上。

⑤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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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邦。

由此，我们只有从两个方面入手看待西方，

才能梳理清楚我们自身的亚洲观：其一，对近

500 年的西学东渐做彻底的反思，通过系统梳理

反思，在对近 500 年来欧洲文化对亚洲文化的侵

扰进行批判的同时，反省自身，提炼、凝聚近

500 年的思想和文化进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如果不能对近 500 年来的西学做彻底反观，是无

法说清亚洲自己的价值和文化的，是无法说清中

国的亚洲观变迁的；其二，当我们梳理亚洲的历

史和文化，我们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说

1500 年前的亚洲历史文献和文化记载在亚洲本

身，那么，1500 年后的亚洲各国的历史文献和自

己文化的记载的历史已经主要不在亚洲。例如，

如果我们想真正搞清中国近 500 年的历史，仅仅

靠中文文献和记载已经远远不够，不看早期来华

传教士的历史文献，不了解荷兰东印度公司、英

国东印度公司的文献，亚洲和中国的近代历史是

说不清的。

因此，重建亚洲自己的历史文化，恢复亚洲

文化的自信，梳理中国近代以来的亚洲观，就要

了解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回到亚洲，不仅不是

弱化对西学的学习和理解，反而要加强对西方近

500 年扩张史的研究。只是，这样一种学习，再

不仅仅是一种对西方的追随，对西方理论的一种

印证，而是站在中国的立场，站在亚洲的立场对

自己历史的回顾，是重建亚洲文化的一种追求，

是一种新亚洲观觉醒的开始。本期宋刚的文章可

多加关注，这是一篇扎实而有创造性的论文。卓

新平先生的文章是他在 2016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和

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召开的“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就此稿而言，我们也

特别欢迎研究中国文化和亚洲关系的学术文章，

本期几篇关于亚洲汉学研究的文章也意在此。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大的历史认识问题上，这种知识和思想事业

上的局限影响深远。这一知识状况不仅对把

握当代世界的脉搏构成了巨大的限制，而且

也对建立新的自我认识形成了严重的障碍。①

季羡林先生在谈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说：

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

成为邻国。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人类总共

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

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这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实。②

季先生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豪感，这种对

亚洲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是我们需要继承的。他在

其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的序言中写道：

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

了解。我们能责怪西方不了解东方文化，不

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难道我们自己就了

解吗？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

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了解中国，

并不全了解东方，并不全了解东方文化。实

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③

了解亚洲，了解东方，这是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亚洲人应该做的，只有了解了我们自己，

才能更好地学习别人。当然，回到亚洲并不意味

着，中国—西方或亚洲—西方的思考方式完全无

意义。1500 年前的亚洲和欧洲也有着历史联系，

但大体是在各自的文化中发展；1500 年后的全球

化初始阶段欧洲人开始进入亚洲，亚洲自然的文

化生态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扰，东西文化之间

的互视、冲突和认识开始。但总体上 1500 年后的

亚洲历史的自然发展状态已被打破，西方文化开

始以强势姿态进入亚洲。这样，当我们今天重建

亚洲观念，重新确立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时，完全

忽视 1500 年后的 500 年是不可能的，希望重建

1500 年前的亚洲思想和文化显然是一种浪漫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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