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探析'

! 李"敏

摘"要!面对光怪陆离的现实%我们将如何平衡客观世界与精神领域的矛
盾* 我们又如何以传统文化视角观照国家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方的巨擘
们一直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向着&善'的方向进展%康德
的&人是目的'是为了塑造最高目标的人类%帕斯卡坚决反对用自然科学研究人
的主观性的做法%雅斯贝尔斯的&三大轴心说'也一直在关注人类精神文明的源
点和走向"但是弗洛姆&逃避自由'的一声棒喝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极
端对立的社会精神状态无情地揭露出来"显然西方文化中的纯粹理性原则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现今面临的国家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那么%我们能否从中国
传统文化中吸取一些养分呢* 紧紧抓住&传统'与&发展'两大主题进行了详细阐
释%研究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究竟中国思想是否可以贡献于西方%东方文化是否适应于西方* 尝试把中国文
化与国家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其实也正是找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
合点"

关键词!传统文化"国家治理"可持续发展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最需要政治行动与责任感相协调的时代')让
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
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
享'*这是!".#年.月.1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对世界未来的描绘'

为子孙后代着想!未来需要可持续发展/国家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中国文化是大有
裨益的!特别是儒家思想'孔子的)和谐*思想及)仁*的概念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的可持
续发展!提高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力.老子的主张则有助于我们与自然+环境发展进行沟
通'在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换言之!即儒教+佛教以及道教!

对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例如)无为而治*)包容*以
及)顺其自然*!马克斯"韦伯想要重新找回精神的天堂'!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

!%"

'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规划课题/%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编号/.6YD[Z0"0Q]̂ $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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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探析

展'它包含两个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国人们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
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
加的限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状态'*#%布伦特兰报告&$"

一# 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与国家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说到孔子!我们很自然地想起!./11年.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面向!.世纪*第一
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在那次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年获得诺贝尔物埋学奖
的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
域的辉煌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6个世纪之前!去汲取
孔子的智慧'*#%国际先驱导报&#O*('-*)(;+*)?U'-)?,W'),'-$!!""0年.月.#日#第0!
期$第0版发表了胡祖尧的文章%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孔子(/悬案十五年终揭晓&$这里所
说的孔子的智慧!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宇宙学说'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相类和统一的
关系'这种思想在儒家学者那里是一贯的!孔子已经提出)天何言哉0 四时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强调)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所以!人不应该
)欺天*#%论语"子罕&$!而是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
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如果说孔子所主张的!还不是明确的)天
人合一*思想!那么!%易传&则说得明确了/)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
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卦"文言&$!)天人合一*成为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
孟子提倡)仁者无不爱*!)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更为明确!)唯天下至诚!为能
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
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就必须实现整个宇宙的整体和谐!
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此!荀子提倡对于草木鱼畜都要)不夭其
生!不绝其长*!做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包括人类在内$才能)皆得其
命*#%荀子"王制&$!才能正常生长和发展'

董仲舒更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他把天人合一向天
人相类的方向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繁露"阴阳义&$!因此!人如果得罪了天!破坏了自然!天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
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到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遗书&卷二$!王
守仁也主张让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
#%王阳明全集"大学问&$'

儒学重视与人与天的相通!达到天人协调+和谐一致的境界'这样的思想!强调人只
有尊重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规律!人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反之!只会身受其害!破
坏了自然只会尝到自然报复的苦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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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儒家思想中蕴含着这种人与自然要和谐一致的思想!所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才号
召到孔子中去寻找人类彼此能和平共处+共同生存的智慧'人称现代大儒的日本人冈田
武彦!也把儒学思想同克服现代人因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忧虑结合起来'他认为科学文明
的进步一日千里!但本来应该贡献于人类共存繁荣的科学文明反而产生了危害人类生存
的弊害'在此前提之下!在拯救人类的对立斗争中!万物一体论基于人我共存的人道主义
立场!对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一种宽容的+具有普遍性的思
想!#因为儒家期望与物一体从而实现理想的人+理想的社会!与物一体就是使物各得其
所!实现万物生存的理想的态度'$这正说明儒家的宇宙学即天人之学是一种整体性的大

生命观!它与当代生态学相一致!同时又表现出热爱生命+泛爱万物的纯朴情感!在中国生
态环境虽然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却在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依照儒家天人一体的思
想!吸取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起生态哲学!从而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转型'%

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把天看作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是天的缩影!人副天数!而且
人性也来自天性'人作为小宇宙!不仅要保持与大宇宙#天$的和谐一致!而且人与人之
间+人的内在自我和外在表现之间!也应该是和谐一致的!有一些规范性的关系制约!而这
些关系也就是儒家的实用伦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天人合一体现出一种宇宙秩序!难怪马克斯"韦伯把儒教理性看作是一种秩序的理
性主义'而由于对宇宙和谐的提倡!也就导致了)儒家的唯一终极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和
谐---宇宙和谐在人世间的影子*'&

二# 传统文化中道家的理念与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星球000地球正在恶化%这是我们的错"越来越多的消耗%也就是不断
索取地球花了数百万年才形成的自然资源(空气%水%海洋%森林%耕地%生物多样性%
石油)%并且这些自然资源的更新速度远远追不上我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且往环境
中倾倒越来越多的污染和垃圾的这种做法%已经使自然的自净能力趋于饱和-不能
在这样继续下去了'"'

&发展的客观原则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渴望"如今%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的基本
需求还未得到满足.食物,居住,衣物,工作的需求"而且在这些基本需求中%人们还
渴望0这是合理的0改善生活质量"一个充满贫穷和不公正的世界将一直会是生态
危机和其他方面的危机"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所有人的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包括他
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

为了让人类能重新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的所有理论都与自然!与在消费型社会里我
们的欲望抑制!与回归本真!回归简单而自然的生活有关'老子关注整体和统一性'在他
看来!世界是自然的')道*是引领世界走向统一之路!物和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救赎*
存在于人和自然!天和地的统一之中'

有一种说法!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第一次看到%道德经&的时候!兴奋地将自己引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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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豪的微积分手稿!扔进了手边的字纸篓!他说%道德经&是天大的秘密!他惊叹中国古代
人比现代人聪明得多'

%道德经&的聪明!表现出的是一种和谐文化'无为而治的汉代文景之治!之所以达到
治世!就是运用了黄老之学!实际上就是运用道家思想而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和繁荣'季羡
林先生!""1年/月.1日寄语国际%道德经&论坛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据我的看
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1和谐2'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1和谐2!1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2'时至今天!我们又提出和谐这一伟大的概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全世界的
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1和谐2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
可以安静许多',,道家和道教的精神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四句诗!实际上也
是人生的座右铭!即/1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02这首诗充分
展现了道家和道教的精神!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思想'依笔者的看法!陶渊明骨子里更像是
道家的'他觉得1顺其自然2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
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

学术界对儒家的和谐思想讨论比较多!而对道家的和谐思想则相对少一些'实际上!
道家的和谐思想也是非常真值得重视的'笔者接受丁冠之教授的建议!就从%道德经&的
一句话讲起'这句话就是)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
舍其后!且先!则死矣'*#%道德经&7#章!以下只注章数$这里提出了)三宝*的概念'笔者
认为这三宝的思想对和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表述!涉及到人和自然的和谐!人际之间的和
谐!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需求的和谐'

先谈第二宝/俭'俭是%道德经&对人和自然的一种根本态度'
自然界本身的和谐表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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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章$'和是对立面之间的平衡'只要没有人为的干预!自然力量自会保持
自己的平衡'如果人能与道+天地+大自然和谐相处!就能)得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0/章$'道是先天地
而存在的宇宙本源!天地万物无论如何变化!还要回到道')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章$'

自然界看起来无穷无尽!实际上自然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为此道家提
倡俭的原则'俭就是节约+吝啬!为了突出俭这一宝!道家也提倡)啬*'治%道德经&的学
者有人干脆把俭解释为啬俭#如张松如的%老子校读&就是这样解释的!吉林人民出版社

./1.年!第07#页$!是很有见地的')治人事天!莫若啬'*#!!章$道家认为管理人类的事
和处理自然界的事!没有比)啬*这个原则更好的了'把)啬*字当作节省+爱惜和保护讲!
很明显!他是指人类的经济行为说的'发展经济的最基本因素是资源!没有资源!经济就
没有发展的可能!节约保护资源是国家民族生命的根子'自然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无穷!
欲壑难填!所以要求人类)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70章$)故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可以长久'*##章$)故知足之足!恒足矣'*#87章$

人和自然的和谐是最高的和谐!可以称之为)太和*'被道家奉为三玄之首的%周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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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彖&上!有句话叫做/)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和谐最高的概念是)太和*!)太和*的状态就是!人置身自然界之中!要去保持和维护人和
自然的这种高度平衡'因为!人从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不能向自然界暴烈索取!
索取越多!改造自然取得的成果越多!对自然的破坏就越大!离自然就越远!人的自然本性
也就丧失得越多'

但是为了保持人和自然的)太和*状态!必须用其他二宝来支持'就是)慈*和)不敢为
天下先*'

)慈*是道家提出的解决人际之间关系和谐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儒家调节人际之
间关系的法宝!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三纲六纪'孔子向老子学习礼!儒家礼的核心
就是三纲六纪'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
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
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
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
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
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
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以儒家的
核心就是)孝*'孝是下对上的一种态度'而道家的)慈*!则是上对下的一种态度!%大学&
说/)为人父!止于慈*'下辈缺孝!上辈缺慈!家庭里面肯定不得安宁'所以孝和慈并用!
就是儒道互补!正好解决家庭的和谐问题'

)不敢为天下先*是道家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态度'我们知道!儒家的内心和谐
主张关切的是人自身的灵与肉的关系!其基本思想主张是/要不断修身养性!做到不愧屋
漏'就人自身来讲!活在世上!肯定要不断发生灵与肉的冲突!就是心灵的精神世界和身
体的物质世界不断地矛盾'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利欲熏心的大有人在!而且挣钱越
来越多!还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也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人自身肉体和精神
的矛盾( 应该特别提倡修身养性!通过修身养性不断节制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物质欲望
限制到最低的程度'修身养性的关键是正确对待物质欲望'人活在世界上!首先需要衣
食住行!必须满足人的一定物质欲望的需求!不满足!人就无法生活'需要是人类进行社
会活动的初始原因!但是人类为了需要的满足!既可以激发积极性!创造出人生的辉煌!也
可以走向纵欲和贪婪!毁掉自己的一生'应该怎样去对待需要+对待人的物质欲望( 是无
限制地去追求物质方面的高层次享受!使饮食男女的欲求得到高度满足!还是控制欲望或
者禁绝欲望( 理学因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被指斥为用)理*杀人'人是不能灭欲
的!灭欲就等于不让人有物质追求!使人无法生活'所以禁欲说和灭欲说在现实社会中是
行不通的'寡欲说和节欲说是可以提倡的'寡欲用流行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抑制激情*!
这里的)激情*指的过于贪欲'这四个字是一切值得称颂的人类品质的根基'

事实上!这四个字体现了人类所有灵性特征的坚实基础!是一切行为的平衡之轮!是
使人类所有美德保持平衡的手段'因为欲望是使饱学之士一生的无数收获化为灰烬的火
焰!是他们那日积月累的知识之海也无法熄灭的吞噬一切的大火'欲望会使人远离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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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探析

步入危险而黑暗之途!追随激情与欲望只能使人堕入恐怖之海'人类通过抑制激情和寡
欲!最后能够做到/富足时能够慷慨!贫穷时不要失望'一个人如果在路经遍布黄金的河
谷时!也能够视如浮云!毫不迟疑地直行而过!不屑回顾!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抑制了激情+
控制了欲望的人'一个人如果在遇到一个绝代佳人时!他的心灵丝毫不会被贪恋美色的
阴影所吸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称颂的人'

为了实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提出三个去/)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子要求实践)利万物而不争*!达到)天下莫能与之
争*的境界'老子主张)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
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
天下贵'*#67章$按照香港朋友汤伟奇先生的解释!就是塞住人的欲望!关闭上人的意欲!
属于礼.教育众生!不露锋芒!调解众人纠纷!属于义.和光同尘!和尘世打成一片!属于仁.
)玄同*实现自然和谐!属于信.也就是仁义礼智之集大成!即儒家的五常德'要实现这五
常德!必须修身!因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
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68章$

道家的处世哲学!核心是)与世无争*)随遇而安*'老子作为道家创始人!已经奠定了
这种处世哲学的基调'老子提倡无欲+无争+不敢为天下先'在他看来!欲是洪水猛兽!世
间最可怕的就是欲!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88章$!真正的富足
不是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而是心灵的平和充实!是精神世界的恬淡快慰'腐败是亡国丧
身之根!)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章$老子主张!)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章$'感官刺
激会对人的情欲诱惑产生生理作用!其不良后果不堪设想'唯有知足+知止才可以不取其
辱!才可以没有危害!才可以使肌体健康!执政长久'为了避免罪恶和道德堕落!就必须遏
制欲望的发展!)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0#章$'

遏制了欲望!也就可以做到无争'老子从水的柔弱之性看到不争的极大益处!)天下
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1章$'人也应如此!应
以不争为高尚道德!因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7章$!所以)唯不
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章$'这样!老子就确立了)圣人之道!为而不争*#1.章$的处
世哲学!要人们做到)不敢为天下先*#7#章$'

道家主张的遵循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最终目标是达到天人合一!人际和谐!身心和
谐'%道德经&中充满着和谐思想!老子提出的)和*文化!就是防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身
与心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大智慧!值得我们去深思'

儒释道本来就是一家!道教全真教创立者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
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一!%王重阳集&!白
如祥辑校!齐鲁书社!""6年版!第/+8页$丘处机也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
同*#丘处机/%磻溪集&卷一!%丘处机集&!赵卫东辑校!齐鲁书社!""6年版!第.#页$道
家提倡的和谐思想与儒家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儒道互补正可以实现和谐'佛教为例!主
张随缘济众!行善积德'明代%了凡四训&提出!行善包括/一!与人为善.二!爱敬存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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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人之美.四!劝人为善.五!救人危急.六!兴建大利.七!舍财作福.八!护持正法.九!
敬重尊长.十!爱惜物命'无论是)十诫*)五戒*!还是)善德*)善行*!都是提倡善的!可以
为我所用'

三# 传统文化中佛家的自省观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关系

被誉为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和真善美中华文化的明朝袁了凡%了凡四训&说/)凡人
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前辈有四不食之戒!谓
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渐渐增进!慈心愈长'不特杀生当
戒!蠢动含灵!皆为物命'求丝煮茧!锄地杀虫!念衣食之由来!皆杀彼以自活'故暴殄之
孽!当于杀生等'至于手所误伤!足所误践者!不知其几!皆当委曲防之'古诗云/爱鼠常
留饭!怜蛾不点灯'何其仁也(*要用万物一体之仁的心态对待它们!要谨记白居易的诗
句!)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佛教在认识时候都是倡导人们的慈悲和菩萨心
肠!所谓众生皆有佛缘!众生皆能成佛!有了这种心态!虐猫+虐狗+虐动物的丑恶现象就不
复存在了'善待了天地万物!人类得到的回报就是/天变蓝!地变洁!环境不再污染!空气
不再污浊!饮水不再肮脏!食物不再有毒!人类自然更为健康'所以善待天地万物是大善'

在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半部%论语&治天下*'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了解和改
善当今社会很有用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类似于)宽容*这样的词!通过这些词!

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和平*和)和谐*'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讲!最重要的思想便是天人之
间的关系#天人合一$'

!6""年以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无论是哪个朝代!统治者们
都会利用儒家思想来推动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儒家思想完全浸入了人民的思想
中'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在为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保驾护航'儒学对于国家
治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交流+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儒学思想是伟大的东方文化!它的使命便是成为一个普世价值'
儒家思想是一种全球性+包容性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并不排斥其他文化

的融入!它一直都致力于国家稳定!所有统治过中国的朝代都信奉儒家思想'这种中国式
思维方式正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注释%

!# 冈田武彦/%儒教的万物一体论&!%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年版!第

0/ 8"页+第8" 8.页'

" EEEBM=@(BJF+&BL'7BBB,4&'?+II'3'*(,=-)L?'7,'I?;)*(8,'&'?+II'3'*(8,=-)L?'BI,J

$ 冈田武彦/%孔学的运用&!%孔子研究&./1/年第0期'

% 牟钟鉴/%生态哲学与儒家的天人之学&!转引自傅云龙/%海峡两岸首次儒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孔子研究&.//!年第.期'

& 汪德迈/%新汉文化圈&!陈彦译!江西人民出版社.//0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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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S,)*F'-B@PG-+HPBH+37

( EEEBH)**'@BH+37BBB7N=)?;()(;&'7BBB,=-)L?'7-)II+-(8L-=*,(?)*,BI,JB

"李敏!女!河南人!留法博士!新闻学博士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为跨文化传播暨比较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锦排版"一校样!代一"!交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