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维明：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 

本文共阅读 4020 次 更新时间：2006-11-11 

《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杜维明以为，“同”与“和”是有区别的，“和”

的对立面是“乱”和“同”。“异”是“和”的必要条件，没有“异”就不能“和”。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文

精神更多讲的是“求同存异”…… 

儒家传统是一个划时代、跨文化，同时也是多学科的一个文化现象。 

说它跨时代，因为它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主流。自 11 世纪开始，

又从中原文化的主流逐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它对越南、韩国、日本和海外的东亚社会都

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很多人认为儒家传统是代表东亚文明圈的一个思想传统。 

说它跨文化，因为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越南的、日本的，朝鲜的，也可以说是海外东

亚社会的文化。 

说它多学科，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学、宗教、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

各方面来探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 

今天我们想问的是：有没有一条思路、一种理念，可以把这么一个划时代、跨文化、多

学科的复杂现象串起来？也就是说儒家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不是有现代的意义？有全球的

意义？它是不是能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另外，面对未来的世界，它可不可能也

成为全球人类的一个参照？ 

儒学——为己之学 

说儒家是一个生命的学问，是身心之学、性命之学，一般没有很大的争议。它一方面讲

修身，一方面也讲人和自然、人和天道能否互相感动的问题，可是我想说儒家是“为己之学”—

—希望能够为自己培养创造自己的人格。儒家传统就是一个学做人的传统，那就是一直在学

习做人的过程中展现它的价值。 

儒家所理解的“己”就是个人，但他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是变

化的、发展的，希望能在逐渐的变化发展中，成全和展现自己。所以他不是孤岛，儒家没有

发展成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而像一条河流。儒家的终极关怀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完成自己

的人格。儒家所谓的“己”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这

个中心点，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自我认同。一般的理解是，儒家比较注重关系网络，注重

人际关系，注重社会性，所以人们常常把儒家当作一种社会文明，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儒家仍有强调主体性的一面，真正了解儒家，就把个人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关系网络配合起来，

这个中间就有“和”的问题，也有“异”的问题，有调节的问题，也有矛盾冲突的问题。因此儒

家是非常现实的，不是空谈。 

那么儒家对“己”的期望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儒家希望每个人不要做一个损人损己的人；

不要做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人；不要做一个损人利己的人；也不要仅仅满足做一个利己也不损

人的人。儒家最希望人能做“利己利人”的人。 



现在所有要讨论儒家的问题，都应该以一个活生生、具体存在的人作为思考儒家问题的

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哪怕是克隆。因为两个一模一样的杜维明坐在一

起，我并不是他，两人所处的空间位置不同。这是儒家非常坚持的一个观点，因为不同，每

个人都有特殊性，包括族群、性别、年龄、语言、环境，甚至基本价值取向等的不同。 

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才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运动能力非常强，有的人乐感

很好。能力的差异导致人们在自我发展时有不同的选择。于是儒家要问一个问题：伦理的能

力——就是学习做一个善良人——是不是有选择性？所以我说儒家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是

一种生命的学问，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如何培养人的素质，希望人能够全面发展。 

因为人是多元化的，所以我们要考虑本末的关系，深浅的关系，前后的关系，个体和全

面的关系……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说在伦理这个层次，每个人都

应该以修身为本，这是儒家考虑的基本问题。 

儒学——同情的伦理 

如把伦理当做一项重要的议题，那么儒学倡导的是什么样的伦理呢？我以为，它是一个

关怀的伦理，一个同情的伦理。 

你在社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儒家最关心的问题。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实际上是正名的问题。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老师就要像老师，同学要像同学，同事要

像同事，前面说实际是什么样的人，后面说希望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人说中国的老传统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很多最好的儒家学

者也认为三纲是基本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元素。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我认为这是儒家的糟

粕，应该扬弃。但“五伦”在某种程度上是健康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

别（别就是分工的不同），朋友有信。 

儒家不是一个僵化的思维，它从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一直在进行调节。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经过了西化和现代化以后的儒家，是适应新时代后体现出来的哲学和人

类学，它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在今天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这些价值不仅在

维持一个社会的安定上能够起非常大的作用，还对人类社群的重组都有一定的说服力。 

还有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的特殊性和公开性（开放性）两者如何结合。也

就是它如何处理个人、家庭、社群、国家、人类乃至生命的共同体和宇宙的共同体。 

我们必须要超越个人主义，特别是狭隘的个人中心主义，必须超越家族主义，不能够陷

入地方主义。儒家也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而能够和鸟兽植物的生命共同体合在一起。 

儒家之人文精神 

儒家的这一套思想，以人为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这个中心点落实在每个活生生的人身

上，同时有开放性，逐渐的展现，能够和宇宙大化连在一起，这是我们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

地方。这样一套思路今天能否为我们展现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人文精神呢？ 

我认为可以。举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1968 年 12 月 24 日，因为太空人的关系，人类



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地球。我们了解到我们生存的地球，它的土壤、水源、空气都很容易受到

伤害，物种的减少、土壤的流失、水源的枯竭，甚至空气的污染引发人类的存活问题、环保

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儒学开始体现出它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即我们可以和世界任何东西

发生一种血肉的联系。一只鸟受伤了，你会感到遗憾，虽然不会像看到人受伤一样震撼，但

还是会有所触动。即使你看到草木被摧残，你还是会觉得不好。尽管这种情感是有分别的，

不是博爱和一视同仁。 

这种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有一种浪漫的意味，那么它和现在最强势的思想能否进行对

话、共鸣甚至双赢？ 

什么是现在最强势的思想？我想最强势的思想是从西方来的，就是市场所带来的动力。

市场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但如果社会变成一个市场社会，也就是市场化的过程影响

到社会其他的组织，比如说大学、慈善事业、职业团体，乃至人际关系，这个社会面临的就

不仅是不稳定、不和谐，甚至会解体。 

理性动物明确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在法律的前提下，尽量从自由市场中扩大自己的利润。

尽管市场不一定就是自由的，也常常不完善。这种观念体现在西方的第一个价值就是自由。 

此后，西方经济学家布坎南意识到，虽然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但不是唯一的。除了自

由以外，应该还有“责任”的问题，没有责任市场社会不可维持。最近，他又提出，除了“自由”、

“责任”以外，还有一个“善心”的观念。 

这是一个新出现的伦理，就是越有权、越有势力，越能够掌握资源、掌握信息的这一批

人，应该对人类付出更大的责任和关怀。而这正是儒家倡导的同情伦理。 

这种同情伦理包含四个向度：个人、社会、人类如何与自然取得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

如何相辅相成。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和”。 

儒家之“和而不同” 

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同”和。 

“和”是有分别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和”的对立面不仅是“乱”，而且是“同”。而“异”的差

别是“和”的条件，没有“异”就不能“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非常深刻的智慧，北大的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故事。晏子和齐侯及其臣子聊天，齐侯问他：你看我们两个很“和”。晏子说，你们

两个很“同”，不是“和”；如果是“和”的话，应该“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 

另外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就是如果要绘画，就要各种不同的颜色，如果是一种颜

色绝对没有办法绘画。 

“和谐”的观念来自“异”。1978 年我到武汉进行学术交流，那个时候随县出土了 2000 多

种中国战国时代的传统乐器，每一件乐器都有它的特征，正因为它不同，所以奏出来不同的

声音，互相调剂，就成为乐曲。 



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烹调，如果是艺术，如果是音乐，那么谁是大厨，谁是

画家，谁是指挥家？从现代这个角度来思考，我比较倾向民主文化、民主政治。就是社会需

要各种不同的力量来协调，有政府的力量、学术的力量、媒体的力量及企业的力量。 

我们在座的大半都是知识精英，我们有责任不仅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亲近的人好，而且

要慢慢向外扩张。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自己先安顿好自己，然后能够再帮助别人。社会中很

多人能够这么做，那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温情的社会。 

当然，“同”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有两个意义，一种意义是不健康的，就是单调的，一种

声音，一种颜色，一种佐料，它不能够使社会有序发展，不能够使社会资源丰富；但另一方

面，志同道合就很好。同乡、同辈、同学、同门这些都是很好，因为殊途同归，它就丰富了。

所以怎样协调，怎样能把紧张逐渐的减低，把冲突和矛盾消解，那是我们的目标。 

“异”是“和”的必要条件，这对儒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挑战。因为儒家是一个融合的思

想，正因为它是融合的思想，有些人认为它是中庸，为了“和”，牺牲了原则，有很多的缺陷。 

其实儒家的核心价值可以帮助儒家对于“和”的观念做进一步的提升，“和”在儒家传统中

应该有一个“中”的方向性。“中”的观念是不偏不倚的，但也不是简简单单把各种差异性混在

一起，是有原则甚至在具体的时候是有抗议精神的。 

儒家之仁道 

从文明的对话这个角度来看，儒家传统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应该有儒

家的核心价值“仁爱和人道”这样一个积极原则在后面加以支撑。 

“同”的思路和“和”的思路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后者是个复杂体系，内部有障碍甚至

有冲突矛盾，但是整体思维整体方向能够协调。这种情况下，对话成为重要的机制。为什么

强调对话？第一个就是在培养我们听的能力，第二就是扩展视力加强自己反思的能力。因为

跟他者和不同的观念与不同的思想信念能够照面和对话，才能对自己的见识有进一步的超

越。 

“仁”的价值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它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觉”是一种滋润的伦理原则，

所有其他的价值都要靠人来支撑，这个价值才能够充分体现这个理念；另一个特色“健”是一

种创造，是一种生命力，是能够发展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够通过“仁”的滋润达到“和”，这

个“和”就应该是有丰富的内容，有活力，有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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