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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用书

王琬莹　杨宗元

乐黛云和陈越光两先生主编《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近期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援青”的著作之

一，能够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我们深感荣幸。回想多年前编辑出版

《汤一介文集》的时候，我们就已与乐黛云先生相识。多年来，乐黛云

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始终非常支持和信任，这才使我们有机会参与西部

支教的工作。

四年前，乐黛云先生和陈越光先生还曾把中法合作学术期刊《跨

文化对话》的两部精选集交给我们整理出版，分别是《全球视野下的

中国文化本位》和《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这也是一次难

忘的记忆，这两部书的社会反响都非常好。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展示了中外学者近十年来从事跨

文化研究的成就，突显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这一关注点，

讨论了这些学术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提供了一批有相当分

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外同道提供了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前沿性的学术

视野。

《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是跨文化学从比较文学和比

较文化的专业研究向多学科扩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它的问题意识则紧

扣“理解我们时代的思想和行动”。从地方到全球治理的观念和伦理原

则，从新的社会协同策略到公民责任，都进入到它的视野，所以，这

本书强调了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世界相互依存，人与生物圈相互依存”

的观念下，来认识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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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为了配合一线教学工作，我们又出版了《跨文化研究的理

论与方法》这部教材。它作为乐黛云先生和陈越光先生在跨文化研究

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的成果精华，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成果“跨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一部代表作，作为“跨文化研

究”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教材，凝聚着许许多多学者和出版人的心

血，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深感肩负重大的文化建设责任。我们要

感谢每一位中外作者的信任，感谢董晓萍教授的帮助和指导，感谢北

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提供了交流和推广的平台，我们还要特别向

乐黛云先生和陈越光先生致敬，是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促成了这一重大

工程的完成。

这部教材，在内容上同样是基础性与前沿性兼具，并且从课程设

置的角度来合理安排章节结构，整部教材十分契合广大师生的教学需

求。它对我国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相

当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集合世界级哲学家、文学

家的思想宝库，为我们从事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便捷的学习指南和认识

路径。

当下的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不断冲

突和融合。因此，加强跨文化研究，构建全球伦理，成为哲学家、思

想家面临的问题。乐黛云先生多年来从事的跨文化研究，正是在完成

这项工作，正为全球伦理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乐黛云先生

开辟的跨文化研究之路，虽然始于比较文学，但已与哲学、历史学、

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联通互补，在方法论上对很多学科都有启示

作用。同时，它让我们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一方面向世界注入中

国元素，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影响世界，另一方面也从世界吸收先进的

文化，检视自身。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应有之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自建社以来，始终以“学术沃土，思想摇篮”

为自己的出版追求。多年来，我们出版了很多学术大师的大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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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康有为全集》《梁启超全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还有

《汤一介集》，以及正在进行的《乐黛云集》，等等。我们愿意投入巨

大的财力、人力去出版这些文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有责任为凝聚我们的时代记忆尽一分力量，让更广大的读者认识中国

文化的灿烂成就，让世界认识中国文化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我们也会

推出更多高水平的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做出应

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