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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照亮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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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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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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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先秦时代的哲学构成了其后两千多年

中国思想的基本范式(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神家园)而自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发生

激烈冲突以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受到

质疑甚至反对)而近年来(社会上又兴起国

学热( 使得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哲学

的地位)那么回到先秦思想本身(到底诸子

百家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又

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动荡!战争岁月的普遍形态

先秦时代( 人们的生存问题尚未完全

解决)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无休止的战乱

等人为因素造成了严重的生存问题) 那个

时代的中华民族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人民

生活处于极度苦难之中) 苦难呼唤着智者

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因而(先秦百家的理

论使命是创造出平静+ 安定的人文环境与

社会环境( 以顺应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普

遍心理)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并没有如

西方哲学中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追问(并

不找寻终极的真理(而更多的是关注伦理!

道德!政治等实践问题)

弹性!无严格科学性的结构

不同于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缺少科学

性( 因此也没有统领其他一切的科学的前

提与条件)从其结构来说(中国哲学体系是

弹性的(其中存在着一种模糊性!松散性!

神秘性和不确定性的哲学范畴(然而(它能够消化与其对

立的其他派别的理论观点(并使对立面与其自身相融合)

中国传统哲学的弹性结构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指纯粹

哲学本身(概念上升范畴之先的那种可塑性!多元混合的

一面,二是指中国传统哲学内部存在的儒!释!道三教合

流的互补型结构)

稳定!统一性造就静态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个别的国家里(确

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

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前的, 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

样( 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

平) &确实(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稳态控制系统(

每一个个体状态的人都被机械地固定在社会政治思想结

构内) 而费尔巴哈也指出(东方哲学的特点就是以统一性

为上而忽略差异(由此看来(中国先秦哲学属于平面式的

静态思维结构图式)

重经验!社会生活的基本态度

在先秦时代(尤其是战国时代(由于生活本身的不稳

定(对于每一个现实中的人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

生存哲学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生存的经验而已) 经验不

分高下( 整个社会的人都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经验哲学之

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概莫能外) 每个人要想很好地生

存下去(就必须获得一定生存的本领%%%经验) 对于经验

的重视不仅反映在先秦哲学思想中( 而这也造就了中国

社会两千多年来的基本态度) 本版整合 谢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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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未来复兴的精神动力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 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

思想家们前赴后继地追求中国富强的精神动力(想

要找回失落的辉煌) 而西方思想家对于中国这一不

同于西方社会的他者(也对中国的未来做出预言)

孙中山!"突驾#欧美文明

孙中山在
4536

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

了/突驾&说的基本思想) 在这封建议书中(他断

定"/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

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 &假如我国能/人尽

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能畅流&(则

/欧洲其能匹哉&)

4378

年
5

月
49

日(在东京中国

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进一步阐发了

中国突驾欧美文明(政治上突驾君主专制+实行

共和的思想) 此后(/突驾&说随着孙中山的革命

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日趋成熟)

而所谓/突驾&(指的就是跃进+超越+加速发

展+后来居上之意) 孙中山以历史进化论为根据(

提出的这一理论则是颇具特色的社会发展和进

步的理论) /突驾&说的主旨是/彼进一步(我进十

步( 然后乃使得中华民国确列于世界文明国之

林&(呼吁民众/万众一心(急起直追&) 则/以有为

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一定能强盛

昌隆(越过欧美) 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不同(

孙中山的/突驾&说是关于中国如何通过资产阶

级革命+超越欧美发达国家+而又避免产生资本

主义的种种弊端+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共和的社会

发展理论)

毛泽东!"赶英超美$大跃进

4385

年初( 由中央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运

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可谓历史上少有)

4385

年
8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

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 要

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

倍地增长) 例如( 提出钢产量
4385

年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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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翻一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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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达到
47:7

万吨(

4383

年要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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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翻番(由
47:7

万吨达到
9777

万吨)

粮食产量
4385

年要比
438:

年增产
57!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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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斤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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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斤左右(

4383

年要比
4385

年增

产
87!

(由
:777

亿斤左右达到
47877

亿斤)

8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
48

年或

更短的时间内( 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

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0所谓/超英赶美&')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时隔四十多

年(大跃进的经验与教训(更应当认真地总结与

思考) 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

不可取的) 其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

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

汤因比!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阿诺德$汤因比堪称
;7

世纪最伟大的历史

学家(他试图以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揭开文

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直到
43:9

年( 时已暮年的汤因比依旧没有停止

为
;4

世纪人类社会的探索) 在不断出版新作的

同时(汤因比与当时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

大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两年的漫谈式对话(主题

是人类在
;4

世纪的未来) 汤因比和池田(一个是

西方人(一个是东方人(互相抛开了不同文化和

文明之间的狭隘和隔阂(在精神自由的海洋里进

行高屋建瓴式的未来学式的全景探索) 在这场漫

谈中( 汤因比透露了对
;4

世纪中华文明的无限

期望)

汤因比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

在于中国文明) 为什么汤因比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

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

族主义(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

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都模仿西

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

式(因此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

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

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

在一起) 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 中国人

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

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

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

准的国家) 因此在汤因比眼里中国是真正的/文

明国家&( 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国的意

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结的意思) 汤

因比的观点的确再次证明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

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

主义的概念)

池田大作!

中国式的集权难成世界楷模

池田大作先生
43;5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4327

年接替户田城圣先生出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
<

现为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国际创价学会会

长) 他是创价学园+创价大学+富士美术馆+东洋

哲学研究所+民主音乐协会以及公明党的创始人
<

还是世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在与汤因比的对话中(池田认为(中国本质

上是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 实际

上(中国几乎从不先发制人的) 近代以来(和中国

有关的战争( 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作自卫战争)

而中国人在近代以来向民族主义的转变并不意

味着侵略主义的)

池田也同意汤因比的看法(认为从两千年来

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 现

统一世界的新主轴) 然而中国的统一也是用强大

武力完成的) 虽有由儒家伦理来维持统一的一

面( 但中央政府掌握的军事 力量一旦削弱时(国

内就曾几次陷于分裂危机)

因此(他认为今后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不是

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而可能是要采

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

的方式) 相较之下(他更认同欧洲共同体的尝试)

#)$&

年
(

月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

年被华东师范大学破格录取为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后复

随冯契先生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

#)&&

年毕业留哲学系任教

至今$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主要著

作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的研究(%&中国社

会思潮()主编*"&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从历史中发现价值("

&平等观念史论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