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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中华文明的根

柢"的序言中#姜义华写道$%中国之所以崛起&&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

得巨大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

人和全体中国志士仁人都更加自觉' 更加坚定地立

足于中华文明的根柢( )姜义华所说的文明根柢#在

其书中指的是 %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家国共同体的

经济 '社会结构 )#及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

神)* 除了三大根柢#他还总结了四项中华文明的核

心价值*

此书推出之后#有些年轻读者不以为然#觉得只

是应景之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反思对于一个

曾经对传统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老人而言究竟有多不

易*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与时俱进* 姜义华说#会对

中华文明得出这样的认识# 连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吃

惊#%因为它和我往昔所崇信的要同传统彻底决裂的

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事实上#在研究章太炎+孙中山' 康有为'梁启

超等近代人物的思想时#姜义华就发现#他们也曾经

激进地宣称要告别传统# 激进地把西方价值观作为

普世价值# 然而到最后# 他们竟然都选择了回归传

统* 姜义华认为#这既不是思想的倒退#也不是文化

保守主义#他更宁愿将这种转向称之为%中国启蒙运

动的再出发)*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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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恢复工作以来#姜义华就从未停止

探寻文明根柢的步伐* 他率先创办了文化史研究的

专门刊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并召开了首届

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当时来参加的有后来的

主席江泽民*

%&&$

年代#他又协助萧克将军主持编纂

了
%$$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带领着近
#$$

多人的

专家队伍# 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沿革等作出全方位的

概述* 此书出版后曾被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 %如果

对我们自己的文明缺乏自信#其他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就不用谈了)*

现代化中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姜义华对传统的反思也让他开始重新思索何谓

现代化#中国又应该如何通往现代化* 在谈到对现代

化的理解时#姜义华毫不讳言早年的%狭隘)$%我们

这一代人#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对现代化的理

解特别简单#觉得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就是农业机械

化)*

在为青年学子编选海外学者中国文化论著时#

姜义华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和了解海外现代化

理论与实践的内涵#%现代化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快捷

和容易)* 姜义华开始觉得#现代化更是一种社会变

迁的过程#除了工业化#它还包括诸如市场化'城市

化'教育普及化'社会中产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

化等诸多议题#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其中最重要

的#是人自身是否实现了现代化*

%换句话说#就是人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 )姜

义华言及的现代性包括很多方面# 诸如现代的民族

意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公众意识等都是现代性

的题中之义#%现代性的核心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的

尊严#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价值'自主'权利和发展*

看似老生常谈 # 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容易

的* )

姜义华认为# 中国的根本问题说到底还是农民

问题#在他的!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中#姜义华

提出中国在转型中所要面临的巨大考验# 就是如何

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 他指出#在现代

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代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农民出力# 然而他们的各

种权利却缺乏保障* %农民应该成为现代化中的重要

动力#但同时农民也应该从现代化中得益* )

为了更好地研究现代化#在姜义华的倡议下#复

旦大学于
#$$%

年成立了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

心)* 这个研究机构整合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

学科#下设%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研究室)'%中国

现代化进程研究室)'%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室)'%比

较文明与比较现代化研究室)四个研究室#此外#还

创办了自己的刊物,,,!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除了形成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研究团队# 承担

着国家'教育部等多项重大课题#该中心还十分注重

对外交流#成立至今#已经举办过多次高层次的国际

学术研讨会* 此外#作为中心主任#姜义华还注重年

轻学者的支持与培养#

#$$(

年由他编定出版的!革命

与乡村"#收录的都是讨论土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变

动的博士论文*

近两年来举办的诸如%医家'病家与史家,,,以

医患关系为中心)%看图说史$近代中国的身体'政治

与视觉再现) 等工作坊则是由系里一批紧跟海外文

化史'医疗医疗卫生史'图像史'知识社会史等研究

潮流的年轻老师发起的*

在姜义华看来#这个研究中心就是一个平台#他

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和他的团队一起# 为中国的现代

化建设有所贡献*

现在的姜义华#除了做学问#他还坚持每学期都

给硕博士生开课* 每个周一早上的八点半#他都会准

时出现在光华楼西主楼的
%'$%

* 在回顾他五十多年

来的复旦岁月时# 姜义华有时候他会嘲笑自己过于

%书生气)#因为太%书生)#在别人都意识到问题#但

都选择沉默的时候# 他却勇敢地发出他心底里最真

诚的声音*

很少有人知道#姜义华还喜欢写诗* 在因为讲真

话而受到批判的时候# 他写下的是 %攀登峻岭有荆

棘#浮沉沧海多悲风* 愿作清泉流不竭#纵横阡陌润

新种)- 在再次因为指出问题而遭受不公正待遇时#

他依旧吟出了%日暮山却秀#天寒气益清* !春秋"一

卷握#逍遥评古今)*

在姜义华看来#为人与治学是一致的#不管是为

人#还是治学#都要有%敢为天下言#敢为天下先)的

勇气#他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复旦大学百年校

庆时#姜义华寄语复旦的学生#复旦要真正出人#出

有思想的人#就要有胸怀有气度#要敢于留下一批有

棱有角也许思想不太成熟的人* 作为%书生)#做好学

问只是本分#他还应该有一定的家国情怀*

互联网金融时代!谁是赢家
文汇讲堂听众组团出席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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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课,,,由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张陶伟教授主讲的 !互联网

金融商业模式开发 " * 文汇讲堂工作室作为该活

动的支持单位 #不仅输出了优质听众 #更为讲堂

听众提供了与名校名师零距离切磋的平台 *

互联网金融到底是什么 . 互联网金融目前

的生态系统如何 . 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

是怎样的 . 张陶伟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正在

思考及迫切寻找答案的问题 *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

融 !核心是互联网思维

目前 #不断涌现的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 +饱

受质疑的线上
.#.

平台 + 呼之欲出的央行管理

条例&& #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时兴的理财渠

道已悄然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

究竟什么是 %互联网金融 ) #业界和学术界

尚无明确的 +获得广泛认可的定义 #张陶伟给出

的解释是 $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借助互联网和移

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 + 支付和信息中介功

能的新兴金融模式 #其本质是金融 #其核心是互

联网思维 * 以羊年春晚的 %微信抢红包 )为例 #当

晚
%$

点半央视春晚 %送红包 ) # 后台大数据显

示 #微信 %摇一摇 )共
/#

亿次 #峰值每秒
'0%

亿

次 # 送出微信红包
%0#

亿个 # 仅仅两天时间 #微

信绑定个人银行卡
#

亿张 # 这是支付宝要用
'

年才能完成的数量级 * 微信红包一夜之间成为

了互联网营销的典范 * 张陶伟认为微信红包的

制胜之道在于 %互联网思维 )和 %金融本质 )的无

缝链接 #互联网思维将人性 +关系 +金钱 +欲望带

入了送红包的 %游戏情境 ) #从而造就了这一金

融游戏的盈利点 $ 低成本一举多得,,,用极低

成本的身份认证 #利用客户自己的钱发红包 *

用互联网思维的方式及工具 # 找到连接与

聚合盈利模式的方案就是 %卖点 ) #让人欣然接

受 +趋之若鹜就会引发 %爆点 ) * 张陶伟认为 #中

国互联网金融的 %爆点 )已然触发 *

开源 " 节流 " 风控是互联

网金融企业的生存法则

为 何 互 联 网 金 融 在 中 国 出 现 了 井 喷 式 发

展 . 张陶伟认为 #在我国 #管制 +互联网 +金融构

成了 %中国特色互联网金融 )的三原色 * %管制
1

互联网 ) 为百度 + 微信等带来了竞争优势 - %管

制
1

金融 )将传统金融行业推向了垄断地位 - %金

融
1

互联网 )才是美国式相对成熟的互联网金融

的核心要素 # 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与互联网

主动结合比较早 #也比较积极 #这是正常的竞争

使然 * 然而 #我国目前的互联网金融产生井喷现

象 # 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金融服务整体相对落

后 #社会对金融服务的总需求日益增大 #但总体

服务不足 #井喷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经济现象 * 随

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到位 + 市场投融

资渠道的多样化 # 目前的喧嚣声会逐渐平静下

来 *

台风来了 #猪都会飞 #潮水退去 #谁在裸泳 .

很大比例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参与者正处于 %瞎

子摸象 )的混沌状态 * 大浪淘沙后 #所有存活下

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 # 长期而言必须满足金融

的逻辑本质 $开源 +节流 +风险管理的风险收益

匹配原则 * 即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价值来源在于

增加收入 +降低成本 +和控制风险 #没有良好风

险控制的互联网金融就是耍流氓 *

学习能力是个人和企业

经久不衰的核心竞争力

讲座尾声 #张陶伟提到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

金融不仅在营销方式 +营业平台 +授信审查 +风

险管理 +支付结算上有着巨大差异 #更是一种思

维变革和模式创新 * 传统金融行业强调安全性 +

流动性和收益性这 %三性 ) #而互联网金融中的

互联网基因却激进创新 +强调灵活 +便利的用户

体验 #这有悖于传统金融追求稳健的原则 #两者

的价值观存在冲突碰撞 *

如何缓解这一矛盾 # 学习的心态可起到润

滑剂的作用 * 例如 #传统金融可向互联网金融学

习服务体验 #反之 #互联网金融也应学习传统金

融的风险控制能力 *

对于一个企业或个人 # 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学习能力 * 学习能力越强 #应对未来变化的

时候就越主动 #价值就越容易得到提升 * 眼界决

定了战略高度 #战略高度决定了思路 #思路决定

了企业出路 * 抱着学习的心态拥抱互联网金融

领域 #见证 +亲历这一变革 #没准你就是赢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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