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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学的和合精神价值

●张立文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 ,伦理道德的宗旨或目标 ,便是和合 ,和合精神的精髓和中国文化革命智慧。作者提出 :和

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伦理 ,亦即五大全球价值 ,是 21 世纪人类的重要伦理和重要价值 ,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在

化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中 ,将逐步被世界所认同。

从现代到 21 世纪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 ,人的传统伦理道德面临着来自自然生态、社会、人际、心

灵、文明的五大挑战 ,这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 ,是东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回应这

些挑战 ,是 21 世纪人类的共同课题。因此 ,建构新的伦理道德学说 ,就成为时代的呼唤。所谓

“新”,即笔者所提出的和合伦理学。所谓和合伦理学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以

及各文明间的道德关系和原理的和合。

伦理道德的宗旨或目标 ,便是和合。人一被抛到这个世界 ,人的生命就与衣、食、住、行的自然

生态环境发生互相交往活动与冲突 ;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军事、法律等领域的物

质、信息、能量的互动中相互冲突 ;与他人发生各种需要、利益、权利和价值关系的冲突 ;心灵和文明

间也会发生各种性质和形式的冲突。冲突就是有序的打破、平衡的失衡、和谐的破坏、协调的失控。

以致社会动乱 ,人际乱伦 ,心灵烦恼 ,文明紧张。这就需要寻找生命的安身立命之所、人性之善、心

灵的净土、文明的乐园 ,以获得人的生命与自然生态、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和合。

一、人与自然冲突的道德责任

当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 ,如环境污染 ,资源匮乏 ,土地沙漠化 ,人口爆炸 ,臭氧空

洞 ,酸雨面积扩大 ,温室效应加剧 ,疾病肆虐 ,就连饮用水也成为严重问题 ,等等。一切由人类自己

所酿成的苦酒 ,都要由人类自己来喝掉。人类面临着生存与毁灭的严峻冲突和挑战。

生态伦理学是和合学原理在道德和合生存世界层次上的应用。生态伦理学的和合原理有 :第

一 ,自然原理 ,是指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自然而然的法则。老子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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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①“自然”作为形容词的名词化的范畴 ,说明道、天、地、人均应当取法自然原理。这里“自然”

非现代汉语中自然物、自然界之义 ,而是指古汉语中那种追求崇尚自然而然的心境或行为。作为人

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原理 ,包括两方面的内涵 :一是指“为无为”。它不是单一

的以“无为”为“自然”,而是以顺应自然而然方式、态度去处理问题 ,是人与天地 (自然生态环境) 以

自然为原理所采取的一种“为”的形式 ;二是自然无为的为 ,非指现代意义上的依自然规律而“为”。

老子说 :“将欲取之 ,必固与之”的方式 ,这就是老子自己说的“三宝”:“我有三宝 ,持而宝之 :一曰慈 ,

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②。“慈”是慈爱③ ,即爱心和同情感 ,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友好 和谐相

处的动力 ;“俭”是俭啬 ,指含藏培蓄 ,不肆为、不奢糜 ;“不敢为天下先”,乃谦让和不争的意思④。此

“三宝”体现“自然”原理的基本精神 ,是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最普遍价值导向。

第二 ,和德原理。是指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生生不息和日新其德的原理。“夫大人者 ,与天地

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 ,

而况于人乎 ? 况于鬼神乎 ?”⑤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日月、四时、神妙的屈伸往来等高度和谐、有序、

协调。这种和谐、有序、协调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动态的展现。

合德就是和德。天地德性的内涵是 :一是生生不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中 ,除了协调、和

谐外 ,最重要是相互尊重、促进 ,培育双方生命的生生不息 ,这便是“和实生物”的和德原理 ;二是日

新其德 ,天地合德便是在蕴育着新事物的化生。

第三 ,“诚明”原理。是指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互位、互育、互参的原理。人与天道的合一 ,其本在

人自身的本性 ;人性与天本就贯通。这种贯通的中介 ,就是“诚明”,“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⑥。

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和德”、“诚明”和合原理 ,体现了道德和合生存世界的价值 ,它是真实性

(“诚明”) 、生命性 (“和德”) 、慈俭性 (“自然”)的高度融合。这种生态伦理学的和合价值观 ,其价值

指向 ,便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高度的协调、和谐。

二、人与社会、人际冲突的道德责任

社会伦理学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文生态的道德关系。当前人类面临着社会危机和道德

危机 :如国际社会南北贫富不均 ,东西发达与不发达失衡 ,转而冲突加深。就战争的数量而言 ,不一

定是减少 ,而可能是增加 ,直接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国际难民不断增加。再加上各国的黑

社会组织、恐怖组织 ,贩毒吸毒以及贿赂公行 ,政治腐败 ,金权社会等等 ,社会危机深重。现代人与

人之间 ,个人至上 ,有我无他 ,道德失落 ,行为失范现象比较严重 ,人人往往只讲私利 ,不讲公利、他

利 ,争夺权力 ,置人死地 ,尔虞我诈 ,坑蒙拐骗 ,甚至公然抢劫 ,谋财害命 ,杀人放火 ,无法无天。人与

人的关系空前紧张 ,道德危机越来越深重。

社会伦理学的和合原理 :第一 ,社会正义原理 ,是指一种公正的道理和价值取向。和合正义原

理作为生命、个人、集体、人类、理想五层次道德和合原理 ,它不仅要合理地调节人的生命生存自由

权利 ;个人平等的自由权利 ,保障个人在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和给每个人以平等的竞争机会 ,使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减少不平等差别 ;国家、社会这个集体保障每个社会成员以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

等权利和权利与义务、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分配的公正 ;个人对于社会、国家、集体的义务、责任

的完成和奉献、人类道德层次各种族、民族、宗教一律平等 ,富国与贫国的国际分配的平等互利 ;宇

宙道德层次的人与生态的公正。

第二 ,社会公平原理 ,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在满足人的基本权利和需求 ,以及实现人的和立、

和达所达到的水平。公平原理 :一是指阐述怎样通过自愿地做各种事情来承担职责 ;另是指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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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制度要符合正义的条件⑦。这里所说的“职责”,是指人在社会合作中所公平承担的份额

或负担。把公平简单地理解为经济竞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平等是片面的 ,它应该涵摄政治的、经

济的、伦理道德的平等 ,这才是和合学的社会伦理学的公平原理。

第三 ,社会仁爱原理 ,是社会正义、公平原理的人性根基。人人互爱 ,兼爱博爱 ,是人能够和合

为群体的内在道德根据 ,是人类能够组织化为社会的外现的文化特征。人与人相互怨恨 ,只能发生

冲突 ,导致战争 ,甚至毁灭人类。人己关系本是和合社会关系网络上的结构要素和功能单元 ,只有

放在人类和合体内部 ,才能按和合人文精神 ,协调好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 ,以及身、

家、国、天下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

社会伦理学的正义、公平、仁爱三原理 ,从更深的层次上讲 ,是人际冲突 ,善恶波动 ;社会对抗 ,

治乱循环的原因之一 ,在人的自主性与依他性之间的不和谐 ,失平衡。每一个人、家庭、民族、种族、

国家、社会和人类 ,要自我生存 ,自我完善 ,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 ,有两个和合条件需要满足 :一是自

己的自主性要充分发挥出来 ,既要自作主宰 ,振作精神 ,又要自我反省 ,约束冲动 ,做到自由和自律

的内在融突而和合。二是个体的依他性要系统明确起来 ,既要依靠他人 ,求得资助 ,又要周济他人 ,

博施恩惠 ,即做到依他与利他融突而和合。

三、人的心灵、文明间冲突的道德责任

道德是以规范、原则、理想的方式指导人的动机与行为的实践精神活动。当前人类面临着精神

危机和文明危机。现代人际疏离 ,家庭解体 ,老小失养 ,孤寡无依 ;加之竞争激烈 ,生活紧迫 ,压力重

重 ,人际紧张 ,使得人的精神世界极度空虚和孤独。心灵的苦闷、痛苦、烦恼、焦虑、悲哀、愤怒、冤

屈、压抑等等 ,无穷无尽、无处倾诉、找不到爱护。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影响最大 ,最深远的是儒教文

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由于各教的经典、教义、教规、仪式的差异以及风俗习

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的不同 ,就会发生冲突 ,各教内部各派别之间也有冲

突 ,以致战争。

道德的知情意活动 ,构成道德心灵活动。人心灵的痛苦、烦恼、孤独、迷惑 ,在道德知、情、意实

践精神活动中得以协调、和谐。心灵伦理学的道德认知活动的主客体统一原理、实践原理和价值原

理 ;道德情感活动的中和原理、仁慈原理和善恶原理 ;道德意志活动的自主原理、自律原理和自制原

理等 ,是完善心灵伦理学真、善、美的诸原理。道德主体的美好心灵 ,各文明主体的崇高精神 ,是各

个主体的实践精神理性通过反复的反馈控制原理磨炼出来的。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概括了这

一反馈实践原理 ,系统而全面。“克己”是积极的 ,能动的否定自我的“小我”,或小我文明 ;“复礼”是

实践精神理性在人文和合道路上的履行。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养心之术”,“心斋”,“三省吾身”,“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⑧ ,“君子以仁

存心”⑨ ,“尽心”、“养性”,“善养吾浩然之气”,“虚一而静”⑩ ,“内视反听”,“内省反听”�λϖ ,“格物致

知”,“正心诚意”,“剥落心病”�λω ,“存心、养心 ,求放心”等主张 ,都是对道德主体自我心灵和文明主

体自我行为的约束机制的不同角度与侧面的理解和说明。

心灵伦理的道德自主、自决、自律、自制必须有一种权衡的尺度 ,这个尺度是为了实现道德和目

标 ,完善自我心灵 ,提升道德境界 ,实现心灵和谐、平衡、和乐 ,而“止于至善”,这便是心灵道德和文

明道德和合的价值和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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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解人类五大冲突的五大全球伦理

如何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 ,笔者在 1989 年提出了和合学。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

神的精髓和中国文化生命智慧。和合的“和”是指和平、和谐、详和 ;“合”是指结合、合作、融合。和

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 ,与在冲突 ,融合的动态过程中

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和合二字都见于甲骨金文。《国语》、《管子》、《墨子》都提出

“和合”范畴。《周易》讲阴阳和合 ,《诗经》讲“和羹”,孔子讲“和为贵”,《老子》讲“知和日常”,《易传》

讲“保合太和”,《太平经》讲“和合阴阳”,佛教讲“因缘和合”等。成为中华多元文化中“同归而殊涂 ,

一致而百虑”的同归一致之道。

如果要把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繁荣的世界带入 21 世纪 ,和合是优化的价值导向。和合学的五

大中心价值或曰五大全球伦理 ,可获得世界的共识 :

第一 ,和生原理 ,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伦理精神。人和自然、社会、他人、心灵、他文明的生

命 ,都有其存在的权利 ,任何一方的生命受到危害或威胁 ,另一方的生命亦会遭到威胁和危害 ,而不

可逃。只有共同生存在这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 ,才能使各自的生命延续得到保障 ,而建构共生

意识。和生意识即以共生意识为基础 ,说明共生之所以为共生 ,便是和 ,所以称“和生”。和生不仅

蕴涵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和生 ,亦蕴涵各民族、种族、国家、文化、集团之间 ,都应和

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 ,否则就导向共亡。和生必然有竞争、斗争、冲突 ,如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等。

但这种竞争、冲突 ,可导向和谐、融合 ,即融突而和合 ,意蕴着在新的生命基础上的荣和富。换言之 ,

共生意识提升为和生意识 ,使生态环境、生态社会人文环境 ,生态人际心灵环境、生态文明环境 ,皆

依和生伦理而实现。

和二 ,和处原则 ,这是“和而不同”的伦理精神。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处在各种形

式的共处之中 ,并在共处中生活活动。人类一旦离开了共处 ,即不存在。由于人的价值观念、思维

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宗教信仰的差异 ,亦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对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

文明 ,都应以“和而不同”的精神共处 ,应以温和、善良、宽容、同情、恭敬的态度互相共处。这种共处

意识已超越了不自觉的他为层次 ,而成为人类自觉的责任 ,所以称其为和处意识或和处伦理。

第三 ,和立原理 ,这是“己欲立而立人”的立己立人的伦理精神。任何事物 ,包括自然社会、人

际、心灵、文明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对此 ,必须建立和立意识 ,绝不能唯

我独优 ,唯我独尊 ,强加于人 ,搞霸权主义 ,而应该让各个事物自立、独立、自作主宰 ,自己解决自己

的问题。这种和立意识 ,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是以开放、

宽容、同情的胸怀 ,接纳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按其适合于自己特性的生存方式、模式而立于

世界之林 ,以及适合于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而建立自己的制度。不要搞一律 ,一个模式。世界的多

元化和多元的世界化 ,才能进行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文化多元的互补 ,并发展为多元的和生、和处、和

立 ,这便是和立意识或和立伦理。

第四 ,和达原理 ,这是“己欲达而达人”的己达达人的伦理精神。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他

文明都应共同发达。尽管自然生态环境各有优劣之分 ;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亦有先后、贫富的差异 ;

人我之间有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分殊 ;文明的特征、风格、信仰也相距甚远。

但既共同生存于一个地球村、太空船 ,就要允许差异的存在。各个人、国家、民族、文明既有权利选

择自己发达的道路和模式 ,亦要有和达意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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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都应具有共同发达意识。如果东西南北发达与不发达 ,贫与富的差距愈拉愈大 ,富者愈富 ,贫者

愈贫 ,相互冲突愈烈 ,积怨愈深 ,世界就会发生动乱 ,“太空船”就会翻船 ,富国、发达国亦不会安宁、

太平。和达意识是在当前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模式等错综复杂情境中求得协调、平衡、和谐 ,

以达到共同发达。这便是和达伦理。

第五 ,和爱原理 ,这是“泛爱众”、“兼相爱”的伦理精神。和生、和处、和立、和达意识的基础和核

心是共爱 ,即和爱意识。如墨子那样 ,对于他人、他家、他国都像爱自己的人、自己的家、自己的国那

样地去爱 ,推而广之 ,对于自然、社会、文明 ,也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这就是说 ,人类要懂得爱 ,学

会爱 ,这是人类生命存在的第一要义 ,这样就可以化解 21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人类再经

过若干世纪的共同努力 ,可以逐步实现大和理想社会。

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伦理 ,亦即五大全球价值 ,是 21 世纪人类重要伦理和重要价

值。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将在化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中 ,走向世界 ,并将逐步被世界所认同。

注 :
①《老子》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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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任继愈认为 ,此慈“不是仁慈的意思”。《老子新译》,第 207 页注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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