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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春：中国文
化和德国文化、欧洲
文化的共通之处非常
多。其中最根本的原
因是，中国和德国、
欧洲都生活在现代的
秩序里。现代的种种
优点和缺点，实际上
就是共同点。

比如，中西方文
化中，都有一种对于
善的追求，对于更好
的追求。而这种善和
好，无论是在个人意
义上，还是在社会意
义上，并没有太大的
区别，虽然不同的价
值排序可能不一样。

中新社记者：不
少中国人对马克思、
恩 格 斯 、 歌 德 、 尼
采、贝多芬等德国人
耳熟能详，有哪些中
国文化艺术名人和学
者，是德国民众比较
熟悉的？

顾彬：孔子、老
子、庄子在德国读者

心 中 ， 有 固 定 的 地
位。他们可以帮助德
国读者、德语国家的
读 者 寻 找 自 己 的 道
路。德国人需要灵魂
上的拯救，而孔子、
老子、庄子等能给他
们带来拯救。此外，
德国人也知道莫言，
莫言的作品在德国印
刷得很多。

中新社记者：利
玛窦是中西方交流史
上非常有名的一位人
物 。 在 中 德 交 往 史
上，有哪些人物曾为
促进两国交流带来启
示？

顾彬：我在中国
已经十年了，我总强
调对话的重要性。对
话的重要性是德国当
代 哲 学 最 重 要 的 题
目，而对话的可能性
是从耶稣会的利玛窦
开始的。此外，从德
国来看的话，促进两
国 交 流 的 还 有 卫 礼

贤、赫尔曼•黑塞等
人。

胡春春：除了利
玛窦，谈到中西方文
化间的交流者、对话
者，我想到的也是卫
礼贤。比如，我们可
以通过卫礼贤的著作
了解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后，在那样一
个动荡的时代，卫礼
贤 是 怎 么 看 待 中 国
的。

中西方可用交流
消除偏见

中新社记者：两
位老师都曾在此前提
及，西方在“一带一
路”、全球抗疫等议
题上存在对中国的偏
见，如何看待这种偏
见？

顾彬：20世纪60
年代，鲁尔区是德国
非常富裕的工业区，
后一度衰落，而德国
到现在也没找到拯救
鲁尔区经济的办法。

但中国的方案可
以“救”杜伊斯堡等
鲁尔区城市。中国看
得非常远，“一带一
路”是一个看得非常
远、能给所有国家带
来好处的倡议。

疫情是一个太复
杂的问题，而我们应
该合作，21世纪所有
的问题都是合作，但
是美国不合作，试图
破坏欧洲抗疫，还想
破坏中国抗疫。

德国当代的哲学
家们，都在批判西方
的个人主义，认为德
国应该回到一种集体
主 义 ， 需 要 一 种 新
的、符合欧洲需要的
集体主义。

胡春春：从中国
的 角 度 来 看 ，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本 身
是一种促进经济有更
多联通性、流动性的
很好的方式。中国愿
意把自己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的经验进行
分享，中国人的经验
就是“要想富，先修
路”。但没想到“一
带一路”倡议会被部
分 欧 洲 政 客 视 作 一
种“战略威胁”，这
是荒谬的。

在疫情中，大家
产生了很多误解。不
同的社会、文化对于
疫情的反应，肯定是
不一样的。中国对于
疫情的应对，可能欧
洲人、德国人不懂。
我们还是需要交流，
其中不应该有任何的
偏见和障碍。

同时，美国在全
球抗疫中发挥了很大
的破坏性作用。本来
抗疫是全社会、全世
界的事情，但是美国
首先把抗疫政治化，
这是很不应该的一件
事 情 。 ( 中 新 网 微 信
公众号)

“中国要的是合作，
中国是朋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