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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嘉宾：杜维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国际哲学学院副院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

士，孔子文化奖获得者  

采访背景：世界儒学大会 2015年 9月 28日于曲阜孔子研究院 

  问：您昨天儒学大会开幕式发言的主题是孔子的“仁”，我们知道“仁学”也是您一

贯的学术主张，想请教您“仁”与西方的上帝、“逻各斯”之间的不同是什么？ 

  答：这中间确实有相当大的区别，儒家在轴心文明的时代，大概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孔

子发展出了他的一套人生观、宇宙观、功夫论和人生的理想。集中在“仁爱”的“仁”的观点

上，因此我们说它是入世的，是“鸟兽不可与同群”。 

  孔子当时提出“仁”，就是一般大家理解的，它是入世的。对于人的日常生活、人伦世

界的关怀。所以儒学基本上提出的问题是学做人的问题，而且最高的价值、最高的理想可

以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不需要有一个超越外在的理念作为我们到的信仰的准则。因此

每一个人本身应该有自觉的可能，并且有一定的能力。同时道德在这方面讲起来有它的内

在性，“仁”事实上像孟子讲是和学做人的“仁”统合起来的。仁爱的仁是人作为人的体现，也

就是最像人的人，最符合人的各种要求，能够代表基本的理念和价值。这个观念是入世

的，虽然入世和西方的所谓入世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一方面是对自然是尊

重，并且要取得和谐的。对于天道是敬畏的，所以说这里的人，不仅具有道德意义还有精

神性，同时也和一般所谓的自然是配合的，所以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要求人的理念。 

  问：孔子讲“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是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仁心？ 

  答：当然孔子并没有提出“人善”，但“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这句话说“我要我就能得到”，

这就是内在的是我本来所具有的。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关于“仁”的讨论是相当多的。我

们认为“我欲仁而仁斯至矣”，“仁”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至少是一种潜力。但是我说

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也有很深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体现“仁爱”的“仁”。但是因为“仁”是最高的、最全面的一种德行，真正的能够维持并且一直

在仁的氛围里做人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可是这有很大的困难。孔子认为他最好学的学生

颜回能够做到“三月不违仁”，三个月时间里几乎每时每刻都能够体现仁的价值，但是这对



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很难做到。而且他可以做的意思是说可以“随时随地”，如果以今天的

话讲就是以善心对待他人，以一种同情对待外界的事物，以一种尊重的态度对自己，这是

一种所谓“自得”之学，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所谓的修身的问题是自己能够做到的，

通过自己的修为、努力而发展出来的。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假设，“仁”可以在每一个人

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体现出来，所以说它是最普遍、最全面的，但同时也

经过相当长的修炼才能逐渐成为自己修炼的一部分。 

  问：所以说是人的一种选择，能够坚持下去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答：选择是这样的，它不像存在主义所讲的选择。存在主义中选择的本身就是做人必

经的途径，“存在先于本质”，先要存在就要自己创造自己。儒家的这一套思想与它有相合

的地方，但是“仁”还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它本身是人性中不可缺失的一面，不是靠个人的

选择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仁”，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一个人。学做人也可以说是学做“仁

爱”的人，学“仁”本身应该有体验的功夫，它不是言说的而是一种实践，是在日常生活中一

种实践而不仅仅是心理学上的意义。当然我们有这种经验，但是因为它是普世的，任何人

都有，所以它又是超验的。 

  问：仁心如何保持呢，除了文化精英外，老百姓该如何维持中国的传统文化？ 

  答：儒家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入世的，它针对的是每一个人，它不是精英主义。当然儒

家希望能够培养一批像孟子所讲的能够“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的先知先觉的人，

要培养一些仁义之士，即那些有勇气、有能力为人性的光辉起到积极作用的人。当然因为

人是一个过程，它有各个不同的阶段，人生阶段本身也是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的过程。那么要想达到“耳顺”或者“从心而据不逾矩”的高度，就要随是随地的努

力。像曾子讲得就非常的具体，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定要自觉，任何时候都不能

够有任何的减弱，而且曾子也提到“吾日三省吾身”的问题。 

  可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这套理念是落实到人伦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而且一定是在人

的本性之中。它不是精英群体通过精英从上到下的教化，而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一种正能

量。很多时候它通过身教而不是言教启发人的自觉。任何一个人，像老百姓、农人、工

人、商人甚至是在很多地方做了坏事的人，只要有反省、有自知自觉的能力都可以追求

仁。这一条线索发展到后来是思孟学派，子思和孟子，特别到了后来陆九渊和王阳明讲的

心学，提出所谓良知的问题。良知是人人都有的，而致良知、致知则是一种功夫。这个功

夫又是困难的，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义同时表面上看起来又非常矛盾的命题。人人



皆有，所以才说在本体论的基础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把做

圣人作为志向，所谓圣人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每个人都可以有至善的追求，这和阶级、

身份、职业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人的自由、人的独立性和人的尊严。但是人存在的环境

又是复杂的，受外在的教育，家庭、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影响，每个人都有本难念的经。人

人皆可为圣人，但是不论是哪个人包括孔子都没有办法达到圣人的境界。一方面从本体论

上承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修身来发展自己，另一个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即实际的运作过程

中来看，所以后儒也说即使是仲尼死前未免也要叹一声说“我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还

没有达到真正完全“尽人力”。这中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用普通常识的方式来理

解就是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观点。“任重”的观念的本身就是“仁以

为己任”，也就是体现我的仁，所谓我的仁就是体现天下的仁，把体现人的最高价值作为我

的责任。这个任务是重的，也就是说“仁”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关照之中。同时人的一生也

都是为了这个而努力，所以它的道路又是遥远的。 

  问：儒家传统教育一般从四书五经入手，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又是首

要的，想问下您是否赞成现在让小孩子读儒家经典？ 

  答：这不是一个赞成不赞成的问题，经典就是前人智慧的结晶，经过上千年时间的注

解，每一代人对它都有不同的理解，它们是非常丰富的资源。我特别希望中国的大学生，

不管是学哪一科的至少应该要把《大学》通一遍，这是中国最短的经典，实际上现在中国

大学里如果有 5%的大学生能够听说《大学》或者念过《大学》都不太可能，所以我希望

大家每个人都有可能性。小孩子的时候就让他熟悉经典和经典做朋友，把经典作为对话的

对象而不是高深莫测的外在物。有的观点认为不管怎么样把经典背下来就行了，这中间其

实也有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小孩子没有什么自觉，平时背的东西也很多，如果能够背

诵一些经典，对他的一生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到了中学或者是大学，他们已经开始

自觉。这时候需要了解和经典做朋友。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学生本身愿意去亲近它，

另一个是经典是向每个人开放的，和经典的关系是互动对话的。我们常说与古人对话，通

过经典古人的智慧依然散发着光芒。另外经典有它的声音，经典需要诵读。希望能够听到

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听是一种深刻的听而不是浮在表面的。聆听的过程中心灵本身一定是

开放的，所以说“耳顺”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听是时间的艺术，必须要有耐心，一定要能够



让它从头到尾展现出来。而且如果深沉的情况，就要把它听得全面，这也是一种功夫，是

一种“修己”的过程。 

  问：开幕式上公布了近年来儒学研究十大热点，其中有一条便是儒学与不同文明之间

的对话问题，比如儒耶对话以及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想问下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化交流

与对话。我们知道 2018 世界哲学大会也将在北京召开，想问下您怎么看待这种世界型大

会的交流，这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来说又是怎样发展的契机呢？ 

  答：儒家和世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没有一种强势的、没有办法通过理智理解

的信念和教条。儒学是体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因此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对世界任何

人都是有直接关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儒家的道理也可以跟其他的民族的人配

合。现在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很多不同文明的人，比如说基督教的，愿意说自己是属于儒

家式的基督徒，就有儒家入世精神的基督徒，佛教里也有很多儒家式的佛教徒。这就成为

一个很难得的对话契机，儒家有着这样一种信念，仁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如果你接

受儒家“仁爱”的仁，那么你作为基督徒可以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做任何事都不会走到狭隘

的、极端的境地，特别是走向原教旨主义和暴力主义的方向。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儒家是一种入世的道德，它是一种道德说教宗教性不

强，注重现实不注重未来，注重生而不注重死。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读。确实“未知生焉知

死”、“未能事人焉知事鬼”这是孔子回答弟子提问时所讲的话。但是这句话本身并不是说要

“知死”、要“事鬼”，而是要说有先后次序。假如一个人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非常的片面，那

么要想了解死其实就更困难了。了解了“生”，是不是对了解“死”取得比较好的条件呢。事人

首先便是孝敬父母、有孝道，事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其实是不是也能事鬼呢。更进一步

来讲，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对于生命真正的理解，实际上不能够不照顾到死亡的问题，儒

家《论语》中对死的考验和理解是非常全面而深刻的。另外，假如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敬

天、事天，那么对于“事人”这个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全面。假如一个人真正对“事人”有全面的

了解，那么对死，对敬天、敬祖也便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所以《论语》中说什么叫孝，就

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儒家中十分重视祭礼，关于葬这方面的资料

也非常的多。再来还要“祭之以礼”，表示死后对于生命的存在、对祖先的渊源流长的血脉

的敬重。这个血脉一方面是个人的身体，另一方面如果把儒家传统当做中华民族的精神血

脉、思想传承的话，这个中间也有非常强烈的对于来世、对于过去、对于天的一种非常强

势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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