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不覺，我已經在《文化中 

國》擔任編輯三載有餘。三年來，

我們見證了全球性新冠病毒的大爆

發、大蔓延，經歷了疫情的此起彼

伏和相應的社會管控，終於等來了

病毒的偃旗息鼓和生活的回歸常

態。疫情肆虐帶來了全球經濟的衰

退，區域性衝突帶來的世界秩序的

動蕩，全球性的災難給我們帶來了

持續的惶恐、不安、迷茫、失望…

行路彷徨，心無定所，蝸居在家

則心有不甘，一旦上路又覺得處

處皆是無依之地。在這樣的處境

中，我很慶幸有《文化中國》的編

輯同仁、作者和讀者一路同行相

伴。無論是在靜默隔離中，還是在

各自的奔波忙碌中，大家在線上

的交往、線下的相聚一直沒有停

息。一起策劃選題，一起組稿編 

輯，一起抵禦病疫、衰退、動蕩帶

給世界的災害、苦難、仇恨、愁苦，

還有失望與無奈。一本本刊物如期

出版，雖然有時會有延遲，但每一

期都會帶有仁人智者們上下求索之

後得到的溫情與亮光，帶給同樣彳

亍在路上的同行者們許多安慰和希

望。

三年來，我們始終不忘《文化

中國》的創刊初心，秉承二十多年

來形成的辦刊宗旨，延續了這本海

外中文學術期刊獨特旨趣，在中華

傳統的文史哲領域中不斷叩問古

道、推陳出新。在這方面，哲學思

想、歷史研究、文學藝術、中國研

究、新書評論等傳統欄目，仍在不

斷推出最新的研究成果，以飧海內

外關心中華文化傳承和發展的仁人

志士。在此基礎上，我們因應當代

學術研究和文化思潮的新發展，開

設了一些更加細化的主題欄目，如

「經典詮釋」等。大家都能體會

到，當代世界是一個注重詮釋與敘

事的世代，經典的詮釋將古老的智

慧在當代的生命活力帶給我們，經

典的傳承敘事不僅將我們連接在古

老的傳統中，也將我們連接在共同

的文化脈絡之中。《文化中國》設

立「經典詮釋」欄目，目的是在當

今多元文明衝突與對話的世界格局

中，在對比與會通中，讓不同文明

的原典著作再次發出新的光亮，為

當代世界提供文明互鑒通和的基源

性問題和解決衝突的不同智慧。我

們新開設的「中華神學」欄目，不

僅系統地發表了梁燕城博士最新研

究成果，同時還發表了這一領域中

許多學者們的相關論文，海內外的

專家學者此唱彼和，培育了「中華

神學」的學術流派的產生和成長，

這將是世界基督宗教的文化大傳統

中一段獨特而新穎的中華新篇章。

此外，由於國內近年來學術界新人

輩出，新的思想、新的著作層出不

窮，為了加強海內外的文化交流、

學術對話，《文化中國》還推出了

一個新欄目 ——「博覽群書」，刊

發了許多高水平的學術性書評，這

擴大了中國學術研究在海外華人中

的影響，推動了四海之內華人同胞

對於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歸屬，也有

利於當代中華優秀文化走向世界。

我們把過去籠統的「中國研究」

欄目，按法學、政治學、美學、社

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工作

等的學科標準進行了更加細化的分

類研究，這樣有助於編者根據具體

雨過天晴，華枝滿天
   —《文化中國》迎來而立之年

韓思藝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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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問題策劃選題、

組織相關學者，進行更有針對性、

更加專業化、更有時代特色的最新

研究。例如，在《民法典》頒布之 

際，我們適時地圍繞這部將會對社

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新法典，策

劃了一組學術論文，探討了這部新

法典可能在財產分配和婚姻家庭方

面，帶給人們思維方式、價值倫理

和生活態度的改變。在社會政治層

面，我們不僅會一如既往地關心中

國政治思想傳統和治理模式研究議

題，同樣也對當代發生的熱點問

題，如鄉村的振興發展與文化建

設、大灣區的深度合作與文化共同

體的形成、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治理

與社會關懷事工，以及多民族文化

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與共

同體意識的形成發展等，這些方面

的研究論文，均是對近年來中華大

地上湧現的新興事物的人文關懷和

研究思考。在更大的方面，《文化

中國》一直以來就站在推動東西方

文明比較對話的立場上，志在促進

人們對於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

時，消除誤解與衝突，達成理解，

形成共識。這些方面的研究有，對

於加拿大華僑身份認同的研究，對

於中加社保合作機制的完善等具體

的區域性比較研究，以及對於疫情

管控的不同文化背景分析理解與不

同的應對智慧的總結，對中西方在

法律文化、管理文化上的不同傳統

的解析與對適合當代社會的善治善

政的弘揚，還有對於命運共同體的

跨文化解讀等等，均屬站在東西方

傳統的交匯處，融東西方文化於一

爐的創造性轉化的研究成果。此

外，我們還在積極組織有關專家學

者分別對現代社會關心的熱點問

題，如環境保護及其背後的信仰文

化基礎、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及其

倫理思考、加拿大的新移民和原住

民研究等議題進行研究，撰寫專題

論文。

另外，《文化中國》編輯部還有

一件非常值得慶賀的事，我們最近

聘請北京外國語大學跨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教育部區域與國別研究中

心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劉琛教授擔

任《文化中國》的副總編輯。這將

會大大推動這本加拿大的中文學術

期刊在中加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與影

響力。

疫情消散，春暖花開，《文化中

國》即將迎來其三十歲的生日。古

語有云：三十而立。我們深深地感

謝一直以來陪伴《文化中國》一路

同行的作者們、讀者們，還有許多

默默愛護她、呵護她成長的贊護

人、支持者。若是沒有你們的支持

與幫助，《文化中國》不可能走得

這麼遠，發表這麼多論文，形成其

獨特的刊物風格，並吸引到海內外

這麼多的讀者，發揮出這麼大的影

響了。今後，我們的編輯同仁將不

負大家的期許和希望，勠力同心，

將《文化中國》越辦越好，不斷促

進東西文化的深度交往與友善交

流，營造一片美善的精神家園。使

我們生活在其中，能夠心有所止，

身有所歸，涵泳我們長存不息的信

心、盼望和愛心，使其更為寬廣、

平和、堅定，以對抗世間一些短

暫而過病疫、災害、衝突，甚至 

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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