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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身体礼仪实践与晚清知识分子的

文化适应之旅

———基于《走向世界丛书》的文本考察

刘果，吴琦琦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基于《走向世界丛书》考察晚清知识分子的域外身体礼仪实践，并进一步思考隐藏在这一实践背后的文化
心理及实践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适应与跨文化冲突。这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

例。基于贝利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晚清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既有分离又有整合，在保持自身文化认

同和与他民族文化交融之间，他们试图寻找一条更为中庸和可行的道路，实现自身的文化定位，这一过程反映出他们在

面对陌生环境的巨大压力时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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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陆续
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求学、通商、考工、出使和游

历，真正开始接触外部世界，身体力行地展开了跨

文化传播实践。在长期闭关锁国的时代背景下，

他们对西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部分人出国前还

沉睡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与此同时，对于外

部世界而言，他们也是异文化的象征，是西美尔所

言的“陌生人”般的存在。因此，文化适应成为他

们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身体礼仪作为身体行为的一种，与人类其他

身体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不同特质的文化、

制度和风俗的集中反映，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是

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仪式象征符号。在跨文化传播

中，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主体，对于同一

种身体礼仪的理解与接受可能存在严重的分歧。

与此同时，身体礼仪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沉淀的

重要表征，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的方

方面面，是跨文化交流中最为直观和常见的内容，

因此，对于第一批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晚清中国

知识分子而言，使用何种身体礼仪是他们在异域

游历生活中不容回避的难题。观察晚清知识分子

的身体礼仪实践，并进一步思考隐藏在这一实践

背后的文化心理及实践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适

应与跨文化冲突，是较为合适的研究切口，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第一批真正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的跨

文化传播实践全貌。这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

要内容，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走出国门的大多

数人以游记或见闻录的形式留下了域外见闻的详

实记录，涵盖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

多个领域，也包括了他们使用身体礼仪的记载，为

我们研究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身体礼仪实践

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作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套湘版
图书，《走向世界丛书》以搜集 １９１１年以前中国
人访问西方国家（包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见

闻实录为宗旨，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并产生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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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力①。

《走向世界丛书》收录的游记作者涵盖出使

官员、留洋学生、科学家、改良派等多种身份，他们

详实生动地记载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或感受，较

为全面地反映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跨文化传播

实践，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这其中，也蕴含丰富

多元的对身体礼仪实践的记载。因此以《走向世

界丛书》作为本文展开研究的文献基础，具有较

为重要的价值。

一　文化适应理论的提出与本文的研
究视角

“文化适应”（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的概念由文化人
类学家莱底菲尔德提出，是指“由个体组成，且具

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

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

化的现象”②。文化适应问题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

重要内容，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与

他人如何交流，而文化适应则更加侧重于探究我们

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所发生的“变化”（Ｃｈａｎｇｅ）以及
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结果。

跨文化心理学家贝利基于种族文化群体在两

个维度上的取向———是否希望保持原有的文化身

份和文化特征、是否愿意与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

流———构建了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将文化适应

者的态度分为整合、分离、同化以及边缘化四种类

型③（见表１）。
表１　贝利双维度文化适应

本民族文化认同

主流文化认同

是否愿意与主流文化成员

建立和保持积极良好的关系？

是 否

希望保持自己原有的

文 化 身 份 和 文 化

特征？

是
整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分离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否
同化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边缘化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她进一步指出，完整的文化适应应该包括宏
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上的文化适应，立足

于观察异质文化接触之后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

政治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微观层面

上的文化适应，则偏重于描述异质文化接触之后

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

发生的变化④。

双维度的文化适应模型是被引用和使用最多

的理论模型之一，因此本文的研究选择以这一模

型为基本理论框架，但同时更侧重于立足文化适

应的心理或个体层面维度，研究晚清中国知识分

子身处域外的身体礼仪实践，并试图透视他们在

这些身体礼仪实践中的文化心理演变。

二　文化分离：以跪拜礼为代表的身
体礼仪实践

在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跪拜礼有着向受礼

者表达崇高敬意的基本文化内涵，是尊重对方的

最常见礼节，因此在不同场景中得到较为广泛的

应用，也成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身体礼仪

惯习⑤。与此同时，跪拜礼又是最能反映中国封

建社会尊卑贵贱等级制的重要礼仪，是中国传统

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关于这项

礼仪的争议，成了中国在１９世纪接待西方国家使
节时面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英国使节马

戛尔尼访华还是晚清对外遣使，是否坚持跪拜礼，

都曾引发热议。

经统计，《走向世界丛书》中涉及跪拜礼仪的

文本共１２０处。其中，绝大多数是晚清中国知识
分子域外跪拜礼仪实践的叙事性记录。他们的主

要记载者和践行者是出使官员。作为清王朝派遣

出使的“可信”之人，出使官员都受过中国传统文

化的熏陶，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身份（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对于异域文化，他们所产生的文化震惊
与文化休克（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ｏｃｋ）也最为强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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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说它是“出版界的一巨大业绩”，又说“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

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钱钟书认为“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

发掘，找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Ｒ，ＬｉｎｔｏｎＲ，ＭＪ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９３６（１）：１４９－１５２．
ＢｅｒｒｙＪＷ．“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ａｄｏＰａｄｉｌｌａ，ｅｄ．，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ｏｕｌ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１９８０，ｐｐ．９－２５．
ＢｅｒｒｙＪＷ．“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ｏｈｎＢｅｒｍａｎｅｄ．，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ｔｏｎ，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２０１－２３４．
王开玺：《试论中国跪拜礼仪的废除》，《史学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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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官员中的多数人，属于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

如郭嵩焘、李鸿章等，他们写下的游记更容易在传

统士大夫中传播开来，产生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

影响。

出使官员在游记中对他们在域外践行跪拜礼

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其在域外的跪拜礼仪实践主

要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境下：

（１）重大节日及祭祀：据游记记载，晚清中国
知识分子虽然身处域外，但是在皇太后、皇上、皇

后寿辰时，均会身着正装，面朝国家方向恭敬行使

跪拜礼。如：“初十日癸丑 恭遇慈禧皇太后万寿

庆辰。卯正，由馆诣寓，随志、孙两软宪向北阙设

香案，行三跪九叩礼。”①“廿八日 阴。辰正起，茶

食后，公服至大厅，率英法僚属东向行礼，叩祝今

上万寿圣节。”②此外，每逢春节（文本中称为“元

旦”）、冬至（文本中称为“长至节”）等重要节日，

以及祭奠先祖时，他们也会使用传统的跪拜礼仪，

如“同治九年庚午正月初一日 在布都伯尔灵，行

装向上行三跪九叩礼，恭贺元旦”③。“三十日

晴。先妣欧阳侯太夫人六十三岁冥诞。辰正起，

南向行礼”④。

（２）使臣初到异国或回国：除重大节日及祭
祀情境外，使臣初到异国或回国也会进行跪拜

礼仪。使臣初到异国时，前任使臣需跪请圣安，

如张德彝记，“戌正一刻，祟星使偕邵小村、蒋丹

如、陈养元诸君到，李星使迎入，向东跪请圣

安”⑤。前任使臣回国时，也要行使跪拜礼。如薛

福成所记，“刘芝田中丞启程归中国，盖将由巴黎

赴马赛，登法公司轮船也。余在馆设香案，寄请圣

安”⑥。

（３）接收文书或呈递奏折：出使官员接收朝
廷下达的文书或向朝廷上奏时，也仍会沿用跪拜

礼仪，如曾纪泽“席散，北向行礼，拜发谢摺”⑦。

（拜摺：亦称“拜摺子”。清制，督抚以上有要事专

折上奏，把折匣供在大堂香案上，对之行三跪九叩

礼，然后取交折差，高捧头上，开中门送出。拜摺

时，属员站班，步兵排队，放炮奏乐，仪节隆重。）

再如戴鸿慈所记，“是日摒挡一切，拜发前往德国

日期摺一件。梁使寄请圣安如礼”⑧。

由上观之，对于出使官员而言，跪拜礼仪的实

施，并不因为身处异域而有所不同，因此其礼仪实

践，与主体所处空间无关，却多与其政治使命、政

治活动有关，是其政治身份的象征性表达。实际

上，晚清出使官员虽身处域外，但时刻不敢忘记自

己的政治身份，因此以跪拜礼仪的身体实践维系

着与国家、民族的联系。正如孙家毅所记，“在外

三年，惟知谨慎……奉命而往，抱节而归，未敢陨

越”⑨。外交大臣郭嵩焘也提及，“吾以中国礼节

行之外洋，求自尽礼而已”瑏瑠。在“身心一体”的中

国传统身体观念下，跪拜礼仪成为晚清出使官员

达成自身政治使命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他们作为

传统文化恪守者的身份象征。

跨文化理论认为，在日常交流中，“我”会依

据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把他人划分为内群体

（Ｉｎｇｒｏｕｐ）与外群体（Ｏｕｔｇｒｏｕｐ），即我们与他们。
这种划分会使个体产生对内群体的身份和文化认

同，从而指导着群体成员的身体实践。从跨文化

传播视角来看，走向世界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多

数具有清晰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再加上多年来受

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其内群体界定理所当

然地与其政治归属有关，指向君臣关系、效忠意

识，方能与儒家主流文化高度契合而不至于产生

认知失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ｓｏｎａｎｃｅ）。因此他们即使
身处异域，也依然在一定的情境中沿用着以跪拜

礼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身体礼仪，以维系自己与内

群体的关联。强烈的内群体归属与认同意识，是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政治身份鲜明的出使

官员者）对于文化适应采取“分离”策略的重要驱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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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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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４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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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随着

君主专制的逐渐强化，等级权力制度已经深入人

心，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集体无意识。伴随着这

一过程，跪拜礼仪初时的互相尊重与对等的涵义

早已荡然无存，转而成为专制皇权压制群臣的一

种身体规训，成为巩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

礼制的有力手段。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人们的身

体、行为和主体也都是权力作用与塑造的结果，跪

拜礼仪即使在异域也得以毫不失真地践行，其强

大的力量使异域文化几无容身之地，恰恰说明权

力制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的作用。换言之，

文化亦是权力制度的产物之一。

此外，对于晚清出使官员来说，由于考察日记

并不是自我内心独白和自我消费的个人作品，而

是必须对外公开、随时接受统治阶级审视的“政

治文书”，因此他们对跪拜这一身体礼仪的记载

不得不慎之又慎，处处体现对主流文化的维护和

坚守，其自我定位的基点和文化适应的态度是既

坚定又清晰的，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选择，不如说

是一种政治表态。

更进一步的“分离”则表现在他们手持自己

的文化透镜，与异文化成员交往，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固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也很难对异文化给

予客观的评价，表现出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

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倾向，
是指每一种文化都试图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观察

和评价他种文化，特别是面临文化冲突的时候，都

会习惯于抬高自己的文化价值，提升本族文化的

凝聚力，取得对他种文化的支配权。这一倾向是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异域生活之初较为普遍的一

种的文化心理。在长期闭关锁国的背景下，他们

中的一些人还怀揣“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出

洋考察“夷狄”的“奇技淫巧”，甚至欲“用夷变

夏”。最早外出考工的林?将美国视为蛮荒之

地，题诗：“蛮貘能将语意通，可知忠信此心同。”①

守旧派代表刘锡鸿出洋后有一段经典评论，“中

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

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

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

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

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

万世而不可易。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

也夫”②。深受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晚清中

国知识分子在出国之初或片面夸大或扭曲文化细

节将异域形象妖魔化，或强行为某些异域文化因

素披上中国式外衣，显示了强烈的内向型意识。

这种文化心理将跨文化交流中的“我们”与

“他们”置于对立和非平等的关系之中，对于早期

出国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是卑劣

的，“我们”不愿意与“他们”建立和保持积极良好

的关系，同时，“我们”希望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

身份和文化特征。凡此种种，皆为“分离型”文化

适应的表现，只是这种“分离”还进一步添加了政

治色彩，是权力话语的表征。

“礼仪本身包含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予遵

守的道德与公德，人们只有不拘泥于表面的形式，

真正使自己具备这种应有的道德观念，正确的礼

仪才得以确立。”③这一论断与西方的礼仪实践高

度吻合。但是，正如孔子所指出的，“礼之用，和

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礼

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政治管理策略，中国

士大夫的礼仪实践与他们的政治身份、家国情怀

有了更多的关联，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良俗的体

现。跪拜这一礼仪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征，也正

基于此，这一身体礼仪的域外实践所引发的文化

冲突也更为突出。换言之，在这一礼仪实践的背

后，不仅仅是东西方道德理念的碰撞，更反映了中

国政治文明在异域传播过程中的真实冲突与博

弈。中国士大夫在这一过程中做出“分离”的文

化选择，在他们看来，就集体而言，是对民族精神

和国家意识的捍卫；就个体而言，则是对中国知识

分子“家国天下”君子理想人格的坚守。这样的

心理动因，使得其文化选择具有必然性，我们在观

照这一选择时，只有充分考虑其所处政治文化背

景，方能真正做到“理解之同情”（陈寅恪）。进言

之，这使得我们对晚清知识分子第一次走出国门

游历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跨文化交流的层面，

更应该思考和考察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话语变迁和

实践主体基于异域文化冲突的思想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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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海纪游草》，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１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１页。
刘锡鸿：《英轺私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７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松平靖彦：《正确的礼仪》，转引自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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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整合：西式礼仪的初步实践
与本民族文化反思

基于对《走向世界丛书》的文本考察，晚清中

国知识分子在与外群体交往时也进行了大量的西

式礼仪实践，根据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西式礼仪

的践行者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

体进行日常的交往，属于“整合”型文化适应。其

身体礼仪实践主要包括鞠躬、免冠、握手等。

（１）鞠躬礼：鞠躬礼是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
的西式礼仪。１７９２年英国遣使马戛尔尼拒行跪
拜礼仪，经中外多次磋商，决定自此以后双方遣使

觐见帝王皆采取西式的鞠躬礼。进退三鞠躬也就

成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觐见异国君主的身体礼

仪。比如，如志刚随蒲安臣见法君拿破仑时，“国

君立于三级下……使臣依次三进步，每步一鞠

躬……蒲使将国书亲递于法君那波仑（拿破仑）

第三亲接。礼毕，退三步，每步一鞠躬而出”①。

又如张德彝所记，“君主着乌衣，头戴白线花巾，

当门正立。……三大臣先入，德尔贝立君主右，余

立于左。星使入门鞠躬，君主答以鞠躬。凡三鞠

躬至其前，相距数武。……郭星使前一步，递国书

于君主。君主接过，转交德尔贝，置于案上。君主

鞠躬……郭星使鞠躬答曰‘是’，后三鞠躬，退下

楼，别众，入后堂，少坐待车”②。以上所记均为受

西方礼仪影响后中国政治身体礼仪的改良。

（２）免冠、握手：免冠礼和握手礼也是常见的
西式见面礼仪。无论贫民百姓或是王公贵族，在

日常生活中都会使用这两种身体礼仪。晚清中国

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中，也进行了这两种

身体礼仪实践。如薛福成所记，“须臾王出，免冠

握手为礼”③。斌椿也对免冠、握手礼进行了记录

与介绍，“脱帽共称修礼节，袒怀何用设藩

篱。……相见以握手为敬，不分男女也”等④。

对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有的第一

次走出国门，有的接连出使了数个西方国家，他们

第一次有机会“远离”“我们”而去接触和了解“他

们”，并进行了“他们”的身体礼仪实践。这种传

统身体礼仪和西式身体礼仪的交叉实践，让他们

获得了对不同身体礼仪的“体认”，正是本民族文

化与他人文化交互作用、并存不悖的结果。

基于对《走向世界丛书》的文本考察，透过其

中涉及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身体礼仪情感态度评

价的１００条文本，我们得以窥见他们在这些身体
礼仪实践中的文化心理演变。即使是出使官员这

一政治身份极为明显的群体，我们仍然能够看到

他们思想上的一些认识与变化：在文化比较中逐

渐增进了对西洋礼仪的认同。“我们”开始愿意

了解甚至学习“他们”，并开始愿意与“他们”建立

和保持积极良好的关系，同时，“我们”仍然希望

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其文化适

应选择从“分离”策略逐步转向“整合”：他们依旧

手持自己的文化透镜，偶尔也愿意放下来去观察

他者的礼仪文化，对异文化给予一些客观的评价。

例如，志刚描述德国君民间相处坦然，“布君年七

十三岁，精神矍铄，气象雄伟而质直，待人亲厚如

家常。所居别官临通衢，时自楼窗外观。途人仰

见，则免冠而过。又尝单车一仆，乘常车出入，遇

者亦免冠而过而已。使者或遇诸途，为之鞠躬为

札，则摘冠相答。君民之间，相处坦如也。惟其临

阵在朝，则严威俨恪，人不敢慢”⑤。黄遵宪记述

日本明治维新后革除旧俗，“朝会皆大礼服，以免

冠为礼。冠或肘挟，或手执。……新年朝贺，邻国

公使皆在列。见客趋而前，皆握手通殷勤。入朝

进退皆三鞠躬，无拜跪礼矣”等⑥。就连守旧派代

表刘锡鸿也承认，“向疑英人僻处海岛，惟知逞

强，无敬让之道。乃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

事如此”⑦。

从上述记载可知，鞠躬、握手等身体礼仪的政

治意味有所减淡，因此容易作为晚清中国知识分

子接受西方礼仪的突破口。正基于此，我们看到，

一些更为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以身体礼仪实践为

起点，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奋起自救的

关系，与其说他们否定的是中国传统礼仪，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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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志刚：《初使泰西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１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７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１８—３１９页。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８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６页。
斌椿：《海国胜游草》，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１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５页。
志刚：《初使泰西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１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３２页。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３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２２页。
刘锡鸿：《英轺私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７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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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愿意借此表达对西方文化的倾慕。在这样

的背景下，他们全然放下了自己的文化透镜，对传

统身体礼仪进行了审视、反思。比如，他们认为，

传统的跪拜礼俗，培养的是人们的愚忠愚孝思想，

泯灭的是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因此应废除。又

如梁启超对比了传统身体礼仪和西式身体礼仪的

身形差别，“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

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

下，真自惭形秽”，并批评传统士大夫只知坚守传

统礼仪、服饰等，“吾国士大夫之病，惟争体面，日

日盘旋于外形。其国家之实利实权，则尽以予人

而不惜；惟于毫无关轻重之形式与记号，则出死力

以争之，是焉得为爱国矣乎？”①

但我们仍然难以将这种文化选择视为“同

化”。在贝利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式中，“同化”是

指“个体不愿意保持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

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但是，进步的中国知

识分子在域外游历中的文化适应，与贝利模式中

的“同化”策略并不完全相同：其对更为平等、进

步的西式礼仪的认同和对一部分旧有的不合时宜

的传统礼仪的批判，仍然透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

礼仪的肯定与留恋。如戴鸿慈在游记中写道：

“凡夫政教、艺术之同异得失，靡不取而抽绎之，

比较之，斟酌而选别之。萃群族之所长，择己国之

所适，文明输入，而不害于国粹之保存，所以得

也。”②以改服饰为例，康有为认为：“各国兵冠服

皆殊，皆有其旧俗，随时改之，非学人也。今吾国

人所见，皆英德物，遂若以为欧人皆然，则愚甚

矣”“今之学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势，但闻欧人之

俗，辄欲舍弃一切而从之，谬以彼为文明而师之。

岂知得失万端，盈虚相倚。观水流沙转，而预知崩

决之必至。苟非虚心以察万理，原其始而要其终，

推其因而审其果者，而欲以浅躁一孔之见，妄为变

法，其流害何可言乎。”③

这种文化选择，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

自觉”有类似之处。费孝通先生反对亨廷顿提出

的将不同文化由国家制度划定边界的“文明冲突

论”，并引入“场”的概念纠正这一倾向。“场”就

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的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

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而且不同中心所

扩散的文化场可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因此个体

能够通过自主的选择，将文化冲突转变为文化互

补，甚至走向文化融合。在“场”这一概念下，中

西方文明均有其存在的意义，彼此间存在交集。

由此，封建社会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必

废弃自己的固有文化，可以依靠一种“文化自

觉”，分辨本民族文化与异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

粕，从而做出关于礼制、文化、社会形态的主动选

择。在这个意义上，晚清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中

的佼佼者与先行者，其文化适应的态度更为理性

和中允，在保持自身文化认同和与他民族文化交

融之间，他们试图寻找一条更为中庸和可行的道

路，实现自身的文化定位。沿着这一有着中国特

色的文化适应之旅，文化互补、文化融合、文化互

鉴得以展开。

由上观之，在政治意味不那么明显的其他身

体礼仪实践中，中国士大夫表现出更为包容和积

极的文化适应选择，这再次证明了通过个体与群

体的跨文化实践，人类不同文化有可能达成共识

和融合，而这正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使命之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透过《走向世界丛书》

所观察到的部分知识分子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文

化整合”实践，固然受到当时国内渐成风气的向

西方学习的思潮影响，但这与他们走出国门在异

域的“身体在场”有着更深刻的关联。跨文化传

播学认为，作为“行走的符号”和“流动的文化载

体”，“身体在场”能够唤起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

“共情”。因此能更好地实现不同文化交流。以

《走向世界丛书》收录的容闳《西学东渐记》为例，

作为第一位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挑战

“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意识束缚负笈海外，四年

的求学生活经历，使其在生活空间的接入过程中，

对异域文化的态度逐渐改变，并最终确立和选择

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

明富强之境④”的文化适应观念。这再次反映了

清政府选派赴美留学生这一举措的远见卓识和其

对中西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当下，在全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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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１０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６２页，第５９１页。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９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９５页。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１０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８—１３９页、第２３５页。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２册）》，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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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元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极富

远见卓识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深刻

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

而发展①”。以“人”为载体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互鉴与认同，仍然是值得传承与借鉴的重要

思路，是传播“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化观

念、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力的有效路径。

结语

综上所述，在时代变局中，晚清中国知识分子

纷纷走出国门，走向域外寻找救国之道。他们把

在域外进行的传统礼仪与西式礼仪的交叉实践，

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文化心理演变，融汇成一幅新

奇的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画卷，以游记形式向我们

做出了深刻的展示。对以跪拜礼仪为代表的传统

礼仪的坚守，是原有主流文化深刻干预的结果，是

旧有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必然的折射。然而，在

域外新鲜而陌生的空气中呼吸，必将催生新的文

化适应。从分离走向整合，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

在对中西礼制长期比较、反思后做出的主动变革，

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域外身体礼仪实践的可贵成

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一过程的渐进性，

在新旧文化的艰难博弈中，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

撞中，值得肯定的是每一个走出国门的晚清中国

知识分子在冲突与融合交汇的进程中所作的贡献

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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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思想政治工作研究》２０１９年
第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