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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教育与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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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基础功能在于传承人类文化 , 其

中 , 留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际间的文

化交流与融合。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出发 ,考

察东、 西方文化发展与留学教育的关系 , 并

就当今中国留学教育与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

融 , 略陈管见 , 以供参考。

一、 西方文化的演进与留学
教育

现代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公

元前 6世纪 , 地中海北岸的古代希腊经济发

展较快 ,海外商贸活动在不断增长和扩大。希

腊人开始向外殖民 , 并加强了与地中海周边

国家的往来。 伴随着希腊经济的发展和商贸

的繁荣 , 许多学者出国游学 , 促进了希腊与

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 例如 , 古希腊哲

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毕达哥拉斯 ( Py thago-

ras,公元前 580～ 前 500年 )曾游学于埃及、

巴比伦和意大利 ,吸收了埃及的算术、几何、

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并在意大利南部的克罗

顿组织了一个学术、教育团体 ,传授哲学、数

学、 文学、 音乐、 宗教思想等。 又如 , 古希

腊著名教育家柏拉图 ( Plato,公元前 427～ 前

347年 ) , 在苏格拉底 ( Sokrates)被处死后 ,

于公元前 399年开始了长达 12年的出国游

学生涯。他到麦加拉、 埃及和南意大利等地

游学 , 受到了埃及宗教、 数学、 天文学的影

响 , 并学习了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他于公元

前 387年返回雅典 ,创办了阿加德米 ( Acade-

m y) 学园 , 从事算术、 几何、 天文和声学等

学科的教学 , 并从事动物学、 地理学和宇宙

学等方面的研究。 他的学生遍布地中海诸城

邦国。 由于学园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上的辉煌

成就 , 它实际上成了当时希腊世界的自然科

学研究中心。再如 , 出生于马其顿王国色雷

斯的西方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亚里

士多德 ( Aristo tle, 公元前 384～ 前 322年 )

于公元前 367年到雅典的 “柏拉图” 学园留

学 20年 , 接着又去小亚细亚等地游学 ,公元

前 335年返 回雅 典创办 了 “吕 克昂”

( Lyceum)学园 ,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进一

步宏扬了希腊的科学文化。①毕达哥拉斯、柏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出国游学和创办 “教育

团体”、 “学园” 从事教育活动 , 不仅促进了

古希腊时期的高等教育科学的发展 , 而且也

促进了地中海区域各国的文化交流。

公元前 4世纪 , 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的

马其顿王国势力强盛。 国王亚力山大于公元

前 338～ 前 333年 , 先后征服雅典和埃及等

国 , 随后建立了从喜马拉雅山支脉到意大利

和北非的跨有亚、 欧、 非三大洲的亚历山大

帝国。 他建都埃及的亚力山大里亚城 , 宣扬

希腊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 来自亚、 欧、 非

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移入亚历山大里亚城而

杂居共处。虽然 ,亚历山大帝国于公元前 323

年分裂 , 但地中海区域各国文化不断交流和

融合的希腊化传统却延续下来。 许多学者出

国留学 , 并在本国或他国设校讲学。 最著名

的是托里密一世委派雅典演说家来瑞斯

( Demetrius Phalereus)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创

办亚历山大里亚大学 ( Univ ersi ty of Alexan-

dria) ,又称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 ( Library of

Alexandria) , 该馆拥有希腊、犹太、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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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东方文学等著作 ,藏书最多时达 70多

万卷。 各国著名学者 , 如西西里岛叙拉古城

邦国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 希腊数学家欧几

里德 ( Euclid)等云集该城 , 遂促成了地中海

区域多元文化的极为广泛的交流 , 并建立了

以希腊文化为主流的横跨亚、 欧、 非三大洲

的东西文化大融合的世界性文化。①

罗马帝国分裂之后 , 拜占廷帝国、 法兰

克王国和阿拉伯继承和延续古希腊罗马文

化 , 并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其间 , 学者、

学生的跨国讲学、学习起了重要作用。如 ,拜

占廷帝国于 425年创办了君士坦丁堡大学 ,

延揽四方学者 , 开展学术活动 , 成为中世纪

初期基督教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不仅拜占

廷青年 , 而且西欧、 东欧、 阿拉伯、 北非等

地青年也纷纷来此求学。学者、 学生的跨国

游学促使拜占廷的哲学、 法学、 医学、 神学

的研究成果传向欧洲、 北非和阿拉伯 , 以至

印度和中国。 同时 , 印度的记数法和天文知

识 , 中国的冶金术也通过阿拉伯、 拜占廷传

到欧洲。中世纪后期 , 十字军东征 , 拜占廷

大批学者逃往西欧 , 带去了拜占廷帝国保存

下来的古希腊、 罗马文化以及拜占廷和阿拉

伯科学文化典籍 , 为欧洲文艺复兴奠下了基

础。

在 14～ 17世纪欧洲反封建、 反宗教束

缚 , 复兴古希腊、罗马灿烂文化 , 提倡人道、

人权 , 追求个性解放与圆满发展的 “文艺复

兴” 运动中 , 出国游学的学者、 学生发挥了

思想文化革新的先锋带头作用。 如 , 文艺复

兴的先驱者 , 意大利的 “诗圣” 彼特拉克

( F. Pet rach)、君士坦丁堡的教育家克里索罗

拉 ( M. Ch ryso loras)、 尼德兰的教育理论家

伊拉斯莫 ( D. Erasmus)、英国牛津大学的人

文主义者威廉· 格老逊 ( W. Grocyn)、德国

海德贝尔格大学的彼得· 路德 ( P. Luder )

等 , 均都经历了多国的游学生涯 , 并在游学

中学习、 研究、 传播人文主义思想 , 推动文

艺复兴思潮从意大利传入法国、 尼德兰、 英

国和德国 , 促使资产阶级取得这项反封建思

想文化革命的胜利。恩格斯曾对这些文艺复

兴的巨擘评价道: “……那时 ,差不多没有一

个著名的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 ,不会说四、

五种语言 , 不会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光芒。”②

19世纪 ,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派出上

万名学生赴欧留学 , 将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

科学和文化思想引入北美大陆 , 促进了欧洲

文化向北美大陆的传播 , 逐步形成以欧美文

化为主体的现代西方文明。

二、 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留学
教育

中华文化可溯源至公元前 2500年左右

的黄河流域文化。商周时期 , 华夏文化范围

已影响至甘肃的河西走廊。春秋战国时期 ,以

孔子为首的教育家在游学列国的百家争鸣之

中创立了中国主流文化思想—— 儒家学说。

到了唐朝 ,伴随国力鼎盛 , 留学教育的发达 ,

中国文化影响至整个亚洲。 近代以来 , 中国

的留学教育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

1. 唐代留学教育与中外文化交流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国家强盛 , 实行一整

套明智的开放政策 , 鼓励学术研究 , 开办学

校 , 支持中外学者的交往。 此政策有力地促

进了唐代科技、 教育的发展 , 以及中外文化

的交流与融合。

唐朝初、 中期国力空前强盛 , 留学教育

十分活跃。 中亚、 南亚、 东亚诸国移民、 侨

民不断涌入中国长安、 洛阳等地。当时长安

的 100多万人口中 ,外国侨民就约占 5% ,长

安成了一座国际都市。 亚洲许多国家的学者

也云集长安 , 学习中国政治制度与文化 , 同

时也带来了各国的文化。当时长安的高等学

府—— 国学是邻近各国贵族官僚子弟学习的

场所 , 该校来自高丽、 百济、 新罗、 日本以

及吐蕃、高昌的留学生多达 8千多人。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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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是中国和亚洲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骨

干 , 他们将中国典章制度、 文学和科学技术
带回国 , 发扬光大。例如 , 日本的古代文化

就是通过遣唐使和遣唐学生吸收唐代文化 ,

并经过消化整理 , 使之与日本固有文化相融

合而铸就的。 据日本史书记载 , 日本出使唐

朝次数多达 19次 ,每次人数多达几百人 , 有

时多至 500多人。①伴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

留学人员有学习一般学术技能的留学生、 请

益生 (访问学者 )、 还学生 (随遣唐使往返的

短期访问学者 ) 和钻研佛教的学问僧、 请益

僧、 还学僧。 这些日本学者担负着传植文化

的任务 ,赴唐留学短则数年 ,长则二三十年 ,

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 , 作用显著。 如唐初

归国的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 僧 、 南渊清

安等人 , 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绍回国 , 促使

日本进行大化革新。②迄今 ,名留日本史册的

遣唐学生仍多达 123人。③又如 , 唐代中国炼

丹术 (冶金 ) 传入阿拉伯并西传欧洲。④

随着唐朝经济、 文化与外交的繁荣 , 唐

朝出使亚洲各国的官员、 出国访问学习的学

者也络绎不绝。最为典型的是留学印度 15

年 ,载誉归国的玄奘 (陈伟 ) ( 596～ 664年 )。

他于 627年开始了向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

的万里长征。他先后巡访了中印度的佛教 6

大圣地 ,亲自聆听那烂陀寺 90多岁的方丈戒

贤法师为他开设的 《瑜伽论》 讲座 , 历时 15

个月。 他在该寺住了 5年 , 遍览一切佛教经

典 , 兼学婆罗门教经典和梵书 , 之后 , 又周

游印度各地。 他在印度各地游学中 , 也向印

度各邦国的国王和臣民介绍中国的政治、 经

济和文化 , 宣传唐朝的文化。 643年回国后 ,

他又组织中、印两国高级学者从事 19年翻译

工作 ,翻译佛经 75部 , 1335卷 , 1千多万字 ,

使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 , 他也将中国 《道德经》 译成梵文 , 向

印度传播 , 并将印度早已失传的 《大乘起信
论》 再译成梵文送回印度。 玄奘的游学还促

进印度许多邦国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如 ,他

在曲女城 5年一届的宣扬大乘佛教的成功主

讲 , 促成戒日王与唐朝建交。⑤总之 , 玄奘成

了中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象征。玄奘之后 ,学

者义净、 不空等分赴印度、 尼泊尔、 斯里兰

卡游学 , 鉴真师徒东渡日本 , 在促进双方国

家的文化交流方面 , 也取得丰硕成果。

由于华夏文化的最高理想是 “大同世

界” , 具有博大的宽容性 , 因此 , 在唐朝 , 通

过留学教育活动 , 中华文化不断地选择、 吸
收外来文化 , 以丰富自己。如 , 吸收了印度、

拜占廷和阿拉伯等国的医学 , 使唐代的医学

更为发达 ; 印度的观星明 (天文学 )、 建筑术

和制糖法也于唐代传入中原 , 印度天文学家

迦什、 瞿昙和俱摩罗等还任职于唐代的 “司

天台” 并编制了 《经纬历》、 《光宅历》 ; 印度

的凹凸画法 (阴影晕染法 ) 和佛画也传入中

原 , 造就了唐朝吴道子、 王维等不朽的名画

家 ; 来自中亚的胡乐、 胡舞也风行长安 , 丰

富了华夏民族的文化生活。⑥

2. 中国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与文化革

新

19世纪中叶 , 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 ,

打破了清政府 “天朝大国” 的美梦 , 冲击了

“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的自满心态 ,促使中

国政界、 知识界中的开明人士重新检讨中国

传统文化 ,比较中西文化之长短。在比较中 ,

清政府中的改革派认识到西方近代文化在物

质层面上的长处 ,遂于 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公

派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的

“坚船利炮” 制造术和 “养兵练兵之法”。 此

后 , 随着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 , 又学习西

方富国的实业科类。甲午战争之后 , 中国留

学生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制度 , “五四”运动前

后 , 继而学习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内核—— 民

主与科学的精神。⑦与学习西方文化的出国
留学相伴 , 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扫除封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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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文化革新运动——

“五四”运动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

除障碍 , 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开辟

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 , 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 , 中国的文化政策

从被动开放转为主动开放 , 本着主动吸收外

国文化之精华的精神 , 积极向国外派遣近 30

万的留学人员 , 同时也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

教育 , 为催生世界新文化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 , 人类文化是从许多小区域文

化的向外扩散、 传播和相互交融 , 逐步构成

一个大区域文化 ,进而形成世界性的文化。在

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中 , 学生、 学

者的跨地区和跨国的学习、 讲学 , 起到促进

文化的传播、 交融与创新的作用。

三、当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

融合

1. 中国 “觉醒” 与华夏文明复兴

19世纪初 ,拿破仑曾预言 ,“中国一旦觉

醒 , 世界就会震动。” 然而 , 19世纪中叶 , 掠

夺成性的西方列强就迫不及待地用火炮轰开

了闭关自守的中国 , 唤醒了东方雄狮。

本世纪末 , 亚洲经济在崛起 , 中国经济

在腾飞。 1980～ 1995年 ,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10. 2% , 整个东亚的经济年均增长 8～ 9% ,

东亚经济的整体实力已与北美相当。 东亚经

济发展迅猛 , 其 “源头” 在哪里? 引起了世

界各国学者的关注。日本、 新加坡和许多西

方学者认为东亚崛起与 “儒学” 有关。①因为

儒家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群体意识。它使

人注重人际关系、 伦理道德、 人际和谐与合

作。这种价值观与西方文化中重视个人价值

观和追求 “富强” 精神结合在一起 , 在 “赶

超” 西方发达国家中起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

学者在总结 “四小龙” 腾飞经验时就指出:

“在动力上是西方的 ,在精神上是儒家的。”②

其含义是指 , 东亚经济崛起是靠西方文化价

值观起动的 , 而维持高速发展则是靠儒家精

神。日本学者井深大也呼吁日本要重树儒教

“精神、 道德、 情操”。③近几年 , 东亚各国纷

纷派留学生来中国 , 学习中国文化。 据统计

1995年日、韩两国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

的 60% 。④美国来华留学生近几年也年递增

10. 6% 。⑤ “八五” 期间 , 来华留学生数增长

5倍 , 1995年达 36, 855人 ,⑥排名世界第 8

位。一场华夏文明复兴运动正通过高等教育

在中国、东亚 ,乃至世界逐步掀起。对此 , 澳

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说: “儒学的复兴 ,

可能成为 21世纪世界文化的中心。”⑦

2. 中、 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 , 中西文化的交

流日益频繁。然而 , 不同文化的碰撞有时会

表现为政治斗争。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与文

化复兴 , 西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

是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强大起来 , 为世界和平

作贡献。他们愿意同中国发展正常友好的关

系。西方政界、 军界、 文化界 , 多数有识之

士都持这种观点。但也有少数政客、 学者在

西方媒体大肆喧染 “中国文化威胁论” ,并叫

嚣要 “遏制中国”。⑧从历史上看 ,早在 19世

纪 , 对待中国文化就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

是鼓吹 “黄祸论” ,结果被历史事实证明只不

过是西方种族文化歧视者臆造的一个谎言。

其二是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 ( John Allen,

1836～ 1907) 等人于 19世纪 70年代从理论

上系统论证了儒学和基督教的相容性多于差

异性 ,并提出: 东西两兄弟 “孔子加耶稣”之

说。⑨平心而论 , 中西文化有相容性 , 但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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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观、 人生价值观等方面是存在相当大的差

异的 , 在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必然会产生

某些冲撞 , 这是正常的。世界文化正是在各

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撞击中得以发展。

3. 消弭中西文化冲突 ,促进交融的可能

从中西文化走向来看 , 中西文化存在着

相互交融的可能性。

西方现代化步履维艰 , 外倾性文化已走

到尽头。西方文化特征是 “外倾文化” ——

完全依赖于对外物的占有而生存。当今世界

资源匮乏 , 更兼西方的 “个体优先” 价值观 ,

已使西方外倾性文化走到极端。 近几年 , 西

方经济出现滞胀 , 年增长率仅维持在 2～

4% , 甚至更低。西方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分

析道 ,西方个体优先价值已被推向只顾自己 ,

不顾社会、 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 , 这必然导

致瓦解社会和反社会。 目前 , 西方文化正在

向改变人本身心灵的 “内源文化” 发展。 这

为消弭中西文化冲突 , 促进两者交融提供了

可能。

现在 , 中国文化也开始从 “内倾性文

化” 向中国式的 “内源文化” 发展。 所谓

“内倾性文化”即是讲究一个人在天地之间应

当怎样生存 , 怎样做人。从理想和道德上创

造人、 完成人 , 使人生富于理想、 有价值。①

中国式的 “内源文化” ,是指中国现代化在于

依靠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来实现 , 而不是像西

方现代化生活水平建立在自然资源的高消费

上 ,更不是去掠夺他国资源。②中国文化的这

一新走向也为中西文化交融提供了条件。

四、 关于发挥中国留学教育
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作

用的几点思考

1. 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 ,促进国际文化

交融是当代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

当今国内外形势十分需要宣传中国传统

文化的和平哲学与世界大同的理想。 因为目

前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之一是向大同世界前

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学会关心” 作为

21世纪教育的中心议题也体现这一发展方

向。而国际间相互谅解与关心实质上是一个

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以 , 发展来华留学

生教育 ,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 ,将

有助于粉碎西方的 “中国文化威胁论” 与

“遏制中国” 的政策 , 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

这是维护中国经济繁荣与世界和平的需要 ,

也是催生世界新文化的需要。

2. 以中华文化教育为主

目前 ,来华留学生 70%是学习华文和中

国文化历史的。 有人认为语言生多 , 表明中

国留学教育水平低。这是片面的看法。其一 ,

中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 , 尚有

一定差距 ,修习自然科学的人数少是自然的。

其二 , 来华留学生教育刚刚初具规模 , 留学

生华文底子薄 ,亟需强化华文教学。其三 ,由

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 , 对中国采取文化封锁

政策。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
所以 , 中华文化教育是首要的任务。

3. 立足东亚 , 面向全球

伴随着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态势 ,

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融入了东亚经济圈 , 而且

在文化上 , 也逐步融入了正在形成的东亚文

化圈。 这就需要我们目前加强同东亚 , 包括

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教育往来 , 以加快中

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因为 , 只有自身经济、

科学文化的繁荣昌盛 , 才会有与西方国家进

行平等交流的地位。另外 , 有 3000多万华人

分布在东南亚各国 ,他们不忘华夏文化传统 ,

在海外兴办初、 中级华文学校 , 为我国的留

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生源。 而且 , 他们

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 , 差不

多掌握了该地区一半的经济实力。③ 这也将

为我国的留学教育事业提供经费来源。当然 ,

中国的留学教育除了立足东亚 , 还要放眼全

球 , 为世界文化与和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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