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中国的新视角 

2007-08-25 20:47:00  作者:杜维明  来源: http://www.shzdx.cn/ 

我很荣幸能够在庞朴和宋荣培两位主持下发言。另外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够在汤一介先

生和高柏园先生的发言之后。因为我的发言是临时安排的。我觉得我应该对他们两位所提

出的问题，把我的观点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可能与原来我为讨论设计的“中国文化

的新视角”更切合。 

 

文化中国提出是在 80年代，也就是如何从文化的角度，而不单纯从政治、经济、社会

的角度来看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现在把文化提到议程上，毫无疑问成为大家都关注的重大

课题。中间牵扯到很明确界定的课题，也就是说儒家传统和文化中国的关系。 

 

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之中极重要的文化资源，汤一介先生特别提出资源的重要性。但

是，文化中国所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是儒、释、道，现在我们还有民间的传统，各

种西方的思潮，这都是属于现代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资源。所以文化中国的资源是多元、

多样非常丰富。另外我们不要忘了不管文化中国的观念多宽、多广，没有办法涵盖儒家传

统。因为儒家传统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正因为儒家传统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整

个儒家传统对世界文化从多元、多样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它能作出的贡献不仅是文化中

国的贡献，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从刚刚两位教授的发言作出

一些回应。也是强调他们所提出观念中的重要性。可能我的切入点有所不同。可以这样

说，面对人类文明现在碰到的困境。儒家的人文精神有它的特色，我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

背景下来谈它的特色，也就是说其他重要的精神文明，例如：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佛

教、道家等等各种文明思潮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源。儒家的资源是各种

不同资源中的一种，从伦理学上讲，它的特色从人生观和宇宙方面提出了所有的文明都必

须重视，甚至必须认同的思路和方法。这个出自儒家传统原来从孔孟开始重要的方向。高

柏园先生讲，我们除了了解“和”的问题，还要了解“中”的问题，这个方向性是什么？

这个方向性就是说，必须在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中充分体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也就是

说我们的“终极关怀”和我们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另外，在这个世

界之外想象的精神世界，不管是未来的天国或者彼岸，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面对



的问题就是我们地球上所碰到的问题。精神性的选择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是一个特点。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表现形式，很多原住民的形式、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就和基督教不同。

有了这个选择，面对现代人类文明所碰到的挑战，儒家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就是

从经济人的观念，扩展到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人生观是“经济人”的

观念。所以“经济人”的观念，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神州大地，最年

轻年轻的批的友，基本上接受经济人的观念。 

 

什么叫“经济人”呢？“经济人”是理性的，在自由的市场扩大他的利润，在整个法

制之内，充分体现他个人的资源和价值。这个观念突出了好几个在现代文明中的核心价

值。一个就是自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市场，没有自由开发自己资源的能力，就不可能

有“经济人”的出现。第二个是权力。就是我的权力，我有不可为任何人所掠夺的权力，

来实现我自己开发我自己的资源。第三是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再一个就是法治。这些

都在现代经济突飞猛进、经济人出现不可或缺的价值，所以真正体现经济人的价值，我们

还有很多需要再进一步学习的东西，法治的问题、权力的问题、理性的问题、自由的问

题。但是，面对未来，我现在看这个社会的矛盾冲突，不仅是文明的冲突，从全球到个

人，每一个层次上面的矛盾和冲突，“经济人”的观点本身只能够造成人与人之间通过斗

争掠夺，而最后得到的，一种由强权来控制的一种极为苛刻、残忍的法律社会。我相信在

这点上，大半的学术人、企业界、媒体人都希望不要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不要出现这样的

现象，就应该把它的价值所代表的很多理念扩大。最重要要扩大的一些就是关于公平的价

值，关于责任的价值，关于同情的价值，特别是是关于同情的价值。例如汤一介先生提到

的天人合一，最关键的是突出了一个方向。高柏园先生也谈到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

“中”，后面代表的就是“仁”。正因为有文明冲突的文献，文明对话才那么必要。这个

方向是“中”，后面代表的就是“仁”。正因为有文明冲突的文献，文明对话才那么必

要。文明对话的最低要求，不是金科玉律的积极原则，而是消极原则，必须从这个原则开

始，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一个有积极性的原则。也就是

孟子所说的“推己及人”，这是对话文明必须要的条件。和平对话建构的对话文明基础上

走向“和”的基本条件。这个观念，不管属于哪个意识形态，往前看是必须的，我们没有

选择。 

 



有一个很有趣的漫画，大家心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印象，我们就在一个地球村，地球

村就是一个气球艇，气球艇已经倾斜了，上面站了两个人，他们非要说，我们运气不错，

我们幸好不是在那群人中间，但是艇已经在下沉。从这个来看，儒家所谓的“天人”观念

是对人的了解，人不仅是自然的研究者、认识者、欣赏者，他同时也是参与者和创造者。

人不是创造物，而是创造者。正是因为他是创造者，同时他又是最大的破坏者。这成为人

和天一个不可逾越的基本条件。人除了和自然之外，和社会、天道、个人如何能够找到一

个平衡点，找到一个和谐的方式。王阳明所谓的“大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等，在我

看来完全不是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的提法，是最现实的人生观必须有的基本态度，也就是

我们实际上是和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周围的事物，和周围的植物、动物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推己及人”的外缘绝对是开放的。要突破各种不同的限制，突破个人主义的限制，

才能真正完成自己的人格，突破家族主义的限制，才能够使家庭的温暖充分发挥它的积极

作用，突破简单的社群（地方主义），才能够真正的认可社群。突破国族主义、家族主义

才能够真正发展爱国精神，要突破一般所谓“生命共同体”的观念。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做两点说明：为什么对于倾向那么重要？现在主要的精神文明运

用之中，都有一个新的观点出现，解决任何一个宗教传统精神文明，必须要有两种自觉，

一种是自己内在传统的自觉。基督教要对基督教里面的教育，从它的《圣经》、经典各方

面内在的价值有充分的自觉，否认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基督徒，佛教徒同样如

此。 

 

儒家传统没有两套不同的理论，只有一套，就是世界公平理论。这是它的缺点，为什

么？因为它不能在人与人正常生活之外，创造一个完全外在的精神世界。它的“天”是内

在的超越，不是外在的，它没有天国，没有很多宗教传统里面开发的资源，这是它的缺

陷，因为这个缺陷，出现了好多的矛盾。但是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也正是因为它认同这一

事件，所以它所开拓出来的人文精神，四个不可分割的层面：一个是个人（身和心）“灵

和神”，一个是家庭、社会一直到人类社群。一个是自然，另外一个是天道。 

 

个人的身心整合，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整个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

的相辅相成。它这时候展现出来的人文精实际上是大家可以共同分享的人文资源，这个共



同的人文资源，从基督教的角度、佛教的角度都是价值所在。为什么现在在文化中国地

区，最有影响力的佛教同盟叫做“人间佛教”，叫做“人间净土”。为什么在世界上最有

影响力的基督教传统是社会慈善的基督教传统，不是只是个人面对上帝，对个人，对其他

的人完全不顾及。不仅是第一条信仰上帝，而是第二条，爱护你的人民，成为基督教里发

展出来的最重要的资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是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但是

它在日本、韩国、越南、在海外的华人社会都是多元多样，它总体的方向（今天刚刚提

到，汤一介先生所谓的“天人合一”的主要的评价），不仅是一个资源，而且是一个共

性。大家必须共同接受的基本条件。如果进一步讨论儒家所讲的仁的内容，而它丰富的内

容实际上就是滋润我们现在成为一个有责任感，不仅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社会、对自

然、社会能够纵横，必须有资源。 

 

最后讲一句话，所以我充分的认同“和”，这是一个“和”的观念，但是我说，我们

必须理解在儒家传统的精神，“和”的对立面是“同”，“和”的对立面不是“外”。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的对立面是同，和的必要条件是异，没有异就不可

能有和，为什么？ 

 

你可以论证。汤一介先生以前在文章里面讨论过，提出了最有名的“和”的观念。他

的“和”是说用不同的佐料才能熬出一锅汤，假如用一种佐料，做出来的汤就非常单调

了。和谐的音乐就需要有不同的乐器，要有管乐、要有打击乐器等等。所以我认为我们要

充分了解儒家传统的资源，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就是关心政治、参与社会，这个资源不仅

是可以运用的外在资源而已，是我们现在，个人、民族乃至东亚社会面向未来的文化认同

和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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