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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乐黛云教授（以下简称乐）：今天非常高兴《跨文化对话》丛刊专门邀请

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教授和北大儒学院院长，《儒藏》的首席专家汤一介教授

做一次对谈。两位老先生都是 80 多岁的人了，汤一介先生 85 岁，汪德迈先生下

个月 84 岁，他们对中国文化都颇有研究，学生也非常多。我们和汪德迈教授是

比较熟悉的，在法国和中国多次见过面。《跨文化对话》近期将发表汪德迈教授的

新著《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序和跋，汪先生在该书中阐述的思想是很有创意

的。今天我特别高兴请到北大校友陈力川先生帮我们做翻译。在座的还有法国阿

尔多瓦大学的金丝燕教授，她曾经是我们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位助教，

北大出版社的负责人高秀芹博士，北大法语系秦海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董晓

萍教授。张锦是我的学生，《外国文学评论》的编辑，请她帮我们做记录。两位老

先生的谈话记录整理后会发表在《跨文化对话》上。今天对话的主题是中西文化的

互补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谁先谈呢？

汪德迈教授（以下简称汪）：我先说一句。最近我在福建的华侨大学讲课，有一

次我问一个学生：“你认为现在最能代表中国思想的思想家是谁？”他考虑了

一下说是汤一介先生。（大家笑）

汤一介教授（以下简称汤）：那是不是我先提一个问题？汪德迈教授在《<儒藏

>的世界意义》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

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

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

的思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

1 对话笔录经过汤一介先生和汪德迈先生的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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