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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身着漢服的利瑪竇形象
寓意多元文化的價值。

■從香港的墓園看到本港有
濃厚的中華文化底蘊。

■孔子是國人數千年來的文化圖騰。

■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

■澳門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朱壽桐闡述「澳門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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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共識」並非是空洞的口號。朱壽桐認為，「澳門共識」
的提出以及對其內涵的闡述，具有非常鮮明與深刻的時代

特徵和現實性。現今是一個文化碰撞、文明交融的時期，各種不同的
思想、價值觀、歷史認知都在不同角度、不同範圍、不同層面影響每
一個人的自我認知。從這個角度看，一個總括性的文化理想與追求，
便顯得非常重要。

新文化運動亦捍衛傳統
朱壽桐對記者說：「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化內涵中的核心價值理念，

被約定俗成地概括為民主與科學，就是陳獨秀所說的德先生與賽先
生，這當然都被賦予了正面的、積極的意義，但這種核心價值理念的
推動過程中，是否產生了一些問題？」
他表示，其實百年前人們就意識到，偏激地反傳統，甚至鼓吹全盤

西化的傾向，體現了新文化主體立場的偏頗與缺陷；尤其是在今天，
當中國人都在重視優良民族文化傳統弘揚的時候，人們就會對新文化
和新文化運動持有戒心，持有批判、否定的意向。這樣的情形愈來愈
普遍。但朱壽桐認為，這同樣是一種偏激——對於新文化的偏激。
「其實新文化是相當包容的，在其運作中雖然確有偏激的反傳統的成
分，但也包含了維護傳統、理性地對待傳統甚至是尊崇傳統的成分。
胡適提倡『整理國故』，正是新文化主要倡導者的一種文化選擇。」
朱壽桐說。
在朱壽桐看來，捍衛傳統的學衡派多是留學美國的新派人物，他們

的雜誌介紹了許多西洋文學和文化，他們秉持的精神價值是白璧德的
新人文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朱壽桐認為，國人需要重新認識新文
化，認識新文化的博大和包容，認識新文化巨大的再生能力和對於不
同時代的適應力。在紀念新文化運動100周年的時候，他覺得學者應該
對新文化的這種博大、包容的內涵有一個能夠體現當今時代理性的認
知，應該有足夠的信心對於新文化的內涵進行重新闡釋，並且發揚新
文化的優良傳統。

民主價值奠基於理性和傳統
朱壽桐表示，「理性民主、科學發展、文明進步、多元和諧」可以

說每組是並列、也可以說是修飾關係。就「理性民主」而言，朱壽桐
告訴記者，「民主」是新文化運動舉為先導的一面鮮亮的旗幟，幾乎
所有積極的現代理念，如自由與平等，正義與公平等等，都可以在
「民主」的理論框架內進行定位。但朱壽桐指出，必須承認，民主的
實踐在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有着千差萬別的形態與體態，
它們即便處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對立的狀態下，也可能都以「民主」
的面目出現。他認為，五四時代的「民主」精神，應該是一種時代的
理性精神，即便是在現代民主體制已經基本建立的社會秩序中，這樣
的理性精神仍然是值得尊崇和宣導的。
關於「科學發展」，朱壽桐的闡述是：歷史前進與發展應該是帶着

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的良性發展；於是，即便是在歷史的理念展開
中，「科學發展」也是對於中華新文化作出的一個重大的時代性貢
獻。而對於「文明進步」，朱壽桐特別對記者強調對待傳統的態度問
題：「我們的進步必須是有傳承、有秩序的文明的進步，必須是在繼
承和發揚優秀文化傳統的前提下所取得的時代性進步。那種以偏激的
態度否定和背叛傳統而硬性推進的進步，實踐證明有礙於文明的提
升。文明的態度既然是以克服偏激為前提，則在對待異族文明和他國
文化的意義上也同樣應取尊重和科學的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吸取
其優良精華，剔除其惡俗糟粕。」
基於對前三組概念的把握，朱壽桐認為，也就不難理解「多元和

諧」的意義。他認為，多元和諧是指新文化的活力在於它的多元性，
在於它擁有開放、包容的文明範式，並通向和諧、協同發展的內在機
制；不同背景、不同基質、不同資源和不同地區的文化，都能夠在中
華新文化的時代平台上協調發展，從而構成了中華文明新的發展秩
序。

啟示港澳：理性而不崇洋媚外
如今，香港社會對於諸多政治、社會的討論，愈來愈出現對立的情

形。「澳門共識」對於港澳這兩個特區，有何啟示性的解讀和意義，
是記者關心的問題。對此，朱壽桐表示，「澳門共識」是從當代大中
華文化發展的角度，在繼承和發揚新文化的偉大傳統基礎上提出的一
種價值理念，並不是專門針對港澳地區的；但作為一種新文化的時代
闡釋與重新倡導，應該說在包括香港在內的大中華地區都具有一定的
參考價值。
他說：「我們重倡理性民主，呼籲民主政體和民主社會中的理性精

神，在簡單的操作性方面說就是吸取特定時代『大民主』的教訓，相
信對任何地區、任何社會制度都有意義；而科學發展是任何地區都應
該堅持的理性精神；再如文明進步，懷着積極的心態文明地對待各種

傳統，包括中華文明傳統和
西方文明傳統，既不盲目守
舊，也不崇洋媚外，以此求
得健康的社會發展和進步，
這難道不正是守正持中之
道？」 所以，在朱壽桐看
來，多元和諧在相當一段時
期內都是港澳的社會理想，
其實這也是從社會文明角度
論定的「普世價值」。

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提出了「德先生」和

「賽先生」的口號（代表民主與科學），標誌着新文化運

動的起點。迄今，一百年過去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都發

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變。不久前，來自兩岸四地的眾多學

者齊聚澳門大學，舉行「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學術研討

會」，達成了「理性民主、科學發展、文明進步、多元和

諧」的「澳門共識」。澳門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朱壽桐日前

接受本報專訪，闡述「澳門共識」的文化意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匯

百年紀念之外的歷史迴聲百年紀念之外的歷史迴聲
據了解，「澳門共識」的全名乃是
《新文化的重釋與新倡：中國新文化
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會議結論》，全
文如下：
「中國新文化歷盡世紀跨越的風雨

滄桑，擁有百年的卓越輝煌，融鑄成
中華民族以及漢語世界的價值理念和
集體風尚，深蘊於我們的思維、言
語、習俗與修養，鑄成了我們的精
神、面貌、風格與理想。
隨着中華大國地位的日益提升，隨

着中華優秀文明的偉大崛起，中國新
文化作為人類文明愈來愈重要的組成
部分，在世界文化的當代發展中發揮
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現今共用於漢語世界，貢獻於世界文明的中

國新文化，無疑是百年來新文化偉大傳統卓越
繼承與曲折演變的深刻軌跡與輝煌結果。在新
文化的傳統運作中，歷史的變異和地域的演化
成為其發展的形態，於是，偉大的中國新文化
面臨着歷史性的重新認知和時代性的重新闡
釋。
出席澳門『中國新文化百年紀念學術研討

會』的兩岸四地文化學者，願對新文化內涵和
精神的重釋作出努力，以此作為我們從學術的
角度對新文化的重新倡揚。
民主與科學既是新文化宣導時代的文字圖

騰，也是新文化運作一直追尋的價值目標。民
主包含着平等與自由，正義與法治，民主需要
理性的闡釋和理性的推進，科學寓含着真理與
實證、創造與發展，科學須以人類福祉為基本
目標。理性民主與科學發展體現着現代文明的
基本精神價值和必然秩序。
中國新文化是中國文化土壤上茁壯生長起來

的文明之株，集萃着中國文化傳統的血脈與精
華。繼承和發揚優良文化傳統，體現着新文化
文明進步的良好基質。以五千年優秀文化傳統
為肥沃的土壤，新文化在篳路藍縷的自我開拓
中根深葉茂。
中國新文化擁有開放、包容

的文明範式，促成多元交融、
和平圓融的世界文化秩序，廣
泛吸納各種文明包括西方文明
的豐富營養，在世界文明發展
的格局中自強不息，開拓進
取。
中國新文化以通向和諧、協
同發展為內在機制，不同地區
的文化差異甚至意識形態差
異，都不能構成在新文化的理
性基礎上協調發展，共圖輝煌
的中華文明新的發展秩序。
綜上所述，理性民主，科學
發展，文明進步，多元和諧，
是中華新文化精神內涵的概

括。百年來的歷史經驗和偉大實踐，充分證明
了中華新文化理性精神的可貴，它無需長期秉
持文化對抗的偏激以拒絕偉大的傳統，也不必
盲目操持文化排外的執念而對立於外來文化。
和諧的多元可以提升民主的品質，文明的傳承
能夠弘揚科學的精神。高品質的豐富的中華新
文化，才能真正通向人類精神文明的健康與偉
美。」
針對上述文字，朱壽桐告訴記者，「重釋與

新倡」的字樣，表明共識中有新的內容，新的
精神，需要進行新的倡導；向大中華文化界、
學術界貢獻出了兩岸四地學者對於新文化精神
的思考與認知，對於當代新文化應有內涵的理
解與願景。朱壽桐希望「澳門共識」在某種文
化力量的作用下從意念理性上升為價值理性，
成為人們號召的內容和推進的理念，因為在朱
壽桐看來，這畢竟是對這個時代共同的文化精
神的一種概括，一定意義上反映着中國人共同
的文化價值觀。
「重釋與新倡」新文化運動百年，不僅是紀

念，也要有歷史的呼應，這是朱壽桐在訪問結
束時提及的一個總結。他說，除了一派紀念之
聲而外，是不是應該從當下發出對於新文化先
賢哲言與功業的某種迴聲？他表示，儘管這回
聲可能非常微弱，但只要符合當下的理念，只

要能得到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文
化研究者的共鳴，就應該被理解
為是新文化倡導之聲在歷史另一
端的一種迴聲。「歷史也許會記
錄這樣的迴聲，哪怕是作為對新
文化倡導作出正面回應的一種努
力與嘗試，都應該成為文化史研
究者所關注。畢竟，這是一種有
意義的努力，畢竟，這樣的迴聲
具有我們這個時代跨越地域、跨
越政治的代表性價值，更重要的
是，它已成為海內外紀念新文化
百年活動的一個絕響，因而其對
於中國新文化發展史應具有一定
的標記性。」朱壽桐說。

文、攝：陳匯

■《時務報》代表了近代以
來中國人對國家文化與前途
的思索。

■廣州十三行景象，見證了中西方的交往歷程。

談談「「「澳門共識澳門共識澳門共識」」」的文化意義的文化意義的文化意義
紀念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新文化運動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