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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与“世界主义”理想 

 

李天纲 博士、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利徐学社 

 

自 1851 年伦敦第一次“世博会”以来，160 年之后的 2010 年，才轮到上海举办。

上海并不是一个落伍的城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它就已经与伦敦、巴黎、纽约并

列为“国际大都市”。但是，“世博会”一直在欧、美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轮办，

没有上海的份，中国人为此很受伤。历史上，“世博会”不到上海，并不是因为

上海缺乏意愿和能力。相反，1880 年代起，上海各界积极参与世博会，历届的

“中国馆”，都是在上海筹建、装运和参展。上海也不缺乏大型国际活动的组织

能力，1915、1921、1927 年，上海以一城之力，三次承办“远东奥林匹克运动

会”，各界的愿望，就是为申办“奥运”做准备。江海关、上海总商会、“南洋劝

业会”和“江苏教育会”，在上海举办过多次全国性“赛会”（博览会），也是为

承办“世博”练兵。惟其如此，改革家郑观应、作家陆士锷、宣传家梁启超和革

命家孙中山，都提出要在上海举办“世博会”。也就是说：上海的“世博梦想”，

100 多年前就开始了。 

 

由于 1931 年到 1945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1945 年到 1949 年的“国共内战”，

上海结束了它的“黄金时代”，进入了衰败期，“奥运”和“世博”的梦想，也随

风而去。1950 年代，中国大陆闭关锁国，只有北方边境向苏联等国家开放，东

南沿海则受到了制裁和封锁，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曾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城

市上海，被关在沉重的铁幕之内，当然更谈不上“世博”了。所以说：上海举办

2010 年“世博会”，对这个城市和他的市民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新奇的事情。

相当程度上，“世博”，只是世界近代历史对上海的歉意和补偿。 

 

100 年前，北京并不是一个具有“奥运梦想”的城市，2008 年，它举办了一次充

满民族骄傲的“奥运”。100 年前，上海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际大都市”，天

性和禀赋，让它渴望主办大型国际活动，这是一个同时有着“奥运梦想”和“世

博梦想”的城市。2010 年，它终于赢得了东道主的地位，举办了属于上海的世

博。世界终于给了上海一次良机，上海则想努力还世界一个惊喜。20 年来，上

海市民一直急于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一直想通过“改革开放”，重新获得国际社

会的认可。“世博”，给上海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可以感觉到，筹办“世博”的

五年里，表面淡定的上海人，其实内心对这次百年一遇的机会抱有激情，充满了

自信和自豪。自豪者怀抱的单位，是一座国际城市的现代命运。这一次，关于“世

博”的情绪，似乎是少了一点“民族骄傲”，多了一点“城市骄傲”。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世博”和“奥运”的精神，两者既有相通，也有不同。

“奥运”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发掘人的潜力，是非常健康的心态。

“世博”精神，更是鼓励各民族的人民，尽量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特长，呈现

出“天下一家”的兄弟之情。然而，现代“奥运”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组织

“国家队”，为奖牌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的过程中，难免在运动员和观众之间，

激发出对抗情绪，处理得不好，就会转化成“民族主义”情绪。“世博”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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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世博会”，除了“国家馆”，还有“企业馆”、“国际组织馆”、“非政府组

织馆”、“地区馆”、“城市馆”等等。“世博会”，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不是靠打

击别人来取胜，而是在展示自己的同时，欣赏他人，学习他人，因此更加适宜于

开展跨民族的文化交流，文明对话，取长补短。老一辈学者有言：“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总结，很适宜于描写“世博会”的精神。 

 

无论从历史经验，从现实可能，还是从未来发展看，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

都没有理由成为一次“民族主义”的盛会。上海“世博会”，应该是中华大地最

开明的城市里上演的又一场“世界主义”的大实验。“华洋杂居，五方杂处”，上

海在一百多年前就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历

史让上海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市民们正盼望这座原来的“国际大都市”，重新

进入“世界级城市”之列；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再一次出现了“世界主义”的理

想，上海市民有了更多的主体意识，都意识到，融入世界，才有机会。要解决上

海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难题，回到历史，回到“世界主义”，或许是可靠的路径之

一。总之，让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不丧失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和多样性，共处一

地，共举一事，建设一个人类共有的家园，即所谓的“Cosmopolitanism”，既是

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上海的本能主张。 

 

“民族主义”中包含着“中华性”；“世界主义”中包含着“全球性”，两者都有

各自的合理性和偏颇性。处理得不好，就会此消彼长，相互冲突；处理得好，就

会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在上海世博会筹办过程中，如何摆脱这对矛盾的纠缠，

是办好“世博”的关键之一。可以看到，筹办世博的五年以来，上海的策展人员

努力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打开心胸，拓展出很多“世界主义”的空间。筹

办世博，当然要展示中华文化的整体风范，但是更要呈现东南西北各省市的区域

文化，表现中国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在表达“中华性”的同时，更加重要的

是要把丰富多样的文化特点，放到“世界主义”的大背景下去展示，避免把“中

华”与“世界”对立起来。 

 

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上海世博会，大致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局面。我们看到，

大多数的场馆，都是由中外合作团队完成的。像“主题馆”、“企业馆”，甚至是

“中国国家馆”，也有大量来自欧洲、美国和亚洲的设计师、工程师和本土人士

组成合作团队共同完成。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人才，在世博会工地承

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法国朋友曾告诉说：“世博”的开放，比“奥运”更

突出，想必是的。由于“世博”工程，上海吸引了很多海外人才，他们有的是“海

归”，有的是“老外”，有的还是在上海生长起来的，来自港、澳、台、欧、美的

“外籍上海人”，上海的国际化程度，因此得到了很大提升。还有，当“美国馆”

出现经费困难，反而是像“海尔”等国际华资企业伸出了援手。美国馆由来自美

国本土、在华合资企业和国际华资企业的资金联合建成，本身就是一次“世界主

义”的合作范例。 

 

“世界主义”的正面案例还有很多，有的相当感人。在最近二十年的“全球化”

过程中，欧洲发达国家的各民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欧洲的工厂、技术、专利、

资金和智力资源，有很多流失到中国来，欧洲民众因此失去工作，在情绪上颇有

抵触。然后，当上海举办“世博会”，主办者邀请欧洲的国宝参展的时候，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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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民众还是热情地贡献，送出自己的民族瑰宝，远渡重洋，前来上海。于是，

我们在上海“世博会”看到了从没有离开过自己那一片海洋的丹麦民族的象征—

—“小美人鱼”。还有捷克共和国布拉格查理大桥上的“幸运浮雕”，卢森堡大公

国的“金色少女”雕像，尼泊尔的佛祖真身舍利等。各民族的文化象征，离开了

自己的故土，来上海从事“跨文化交流”。连很少在外国展出自己博物馆国宝的

不列颠、法兰西等文化大国，也把自己的国宝送来上海。巴黎奥赛博物馆的塞尚、

莫奈、梵高、高更来了，罗丹博物馆的《思想者》、《巴尔扎克》、《青铜时代》、

《吻》来了，柏林博物馆的古巴比伦伊士塔尔门的彩砖浮雕来了，伦敦大不列颠

博物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系列藏品也来了。此情此景，真的是一幅

非常感人“世界主义”画卷，确实让人感受到“人类大同”理想的魅力。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延续着十九世纪以来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

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崇奉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因而认为“民族

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不受限制的。人类以“民族主义”为名义，在二十世纪发

生了一系列的惨痛灾难，我们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在

二十一世纪，强调人类合作，文明对话，文化交流的“世界主义”，应该成为我

们这一代人的理性精神，并加以培养和发扬。用“民族主义”的眼光看，我们中

国人固然有理由认为世界各国踊跃参加上海世博会，是因为“中国崛起”，都想

来上海分享市场，获取利润。甚至还可以更加传统地认为，是因为“中华复兴”，

重现了明清以来的“朝贡”局面，“万方来朝”，臣服于中国。这样的心态，肯定

会曲解各个民族的善意，降低自己的品味，领会不到“世界主义”的真谛。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拉近上海、中国和世界距离的好机会。我们看到，

在一种为了增进文化交流的良好初衷面前，理解与沟通的善良愿望弱化了对立和

竞争的利益冲突，消弥了双方的心理距离，慢慢积蓄为一种源自互信与相互尊重

的温暖力量。跨文化交流，这件事从来就不容易。上海“世博会”，有空前的规

模，空前的热情，空前的参展国，空前……，但是，我们切不可因此就沾沾自喜、

自以为是。中国宋代思想家陆九渊曾有名言：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东方和西方，

文化上的差异当然很大，但我们更应该相信：中国人、外国人，人性中的许多方

面是相通的。如果我们能够破除“民族主义”的迷思，透过文化的表象，破解人

性，沟通双方，就会收获许多身心的愉悦。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交往，才有更新

文明的诞生。上海世博会，提供了一个跨文化对话的理想平台，让我们舒展“世

界主义”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