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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启蒙心态为现代文明创造了许多普遍性的价值领域，如科学、民主、法制、人权等

等，但同时也几乎把人类带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对启蒙心态进行反思是当今西方社会的一大思

潮。在杜维明看来，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引进西方那些普遍性的价值，在这方面，五四

知识分子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出现了偏差。现在，我们要在继承五四传统的基础上，站在儒家人文

主义的立场，对西方由于启蒙心态造成的全球性的社会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杜维明的这些思想

对推动儒学现代化很有启发价值，但缺点在于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儒家思想对于西方社会弊病的救

治作用，关于如何建立全球社群伦理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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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世界对启蒙心态的反思

18 世纪以来，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动的

启蒙运动，为现代文明创造了许多意义深刻的价值领

域：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科学技术、自由人权以及人

格解放等等。这些以理性精神为特色的西方人文主

义价值观念，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人类文明的共

同财富。

但是，这种“启蒙心态”因反对神学本体论而导致

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因强调工具理性

而产生的科学主义（scientism）都带有复杂的心理情

结，常常暴露出侵略和征服的意图，现在已经把人类

带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如人与人失去信任、军备竞

赛导致的核战危机、以人类为中心疯狂掠夺自然而产

生的环境问题等等。启蒙心态不能为 21 世纪提供和

平互惠的生存之道，已经成为东西方有识之士的共

识，它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动力横绝天下、推崇达

尔文进化论、不惜出卖灵魂以换取新观念和体验的浮

士德精神和欧洲中心主义思考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

反思，从同情理解到彻底扬弃者日益增多。西方所讲

的现代主义，或现代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从

不同视角对工具理性占领了几乎所有领域所作出的

反应。

为了继承和超越启蒙心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追寻新的文化价值成了西方学坛最关注的问题。

这首先表现在许多学者开始发掘非源于现代西方但

却属于西方的如公益、平等、同情、礼教和责任等传

统。其次是他们已经注意到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倾

向，从而掀起一股重估各种现代化理论的浪潮，“现代

化”这一概念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越来越

多的社会学家，或从宏观的现象分析，或从个人的价

值取向出发，不仅肯定而且强调，源远流长的精神传

统在现代仍有存在的价值。比较典型并且得到一致

公认的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

观点。该观点认为：在公元前 6 世纪，世界各地的文

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如印度的兴都教（印度教）和佛

教、中东的犹太教和以后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伊斯兰

教、希腊哲学以及中国的儒家和道教，既然是人类共

有的精神遗产，就应当成为现代文明的共同组成要

素。许多西方哲学家纷纷到非基督教的文化中寻求

解救西方困境的资源，甚至站在比较文化的角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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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这些精神文明是否可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不同于

西方启蒙心态架构的现代化形式。这一思潮大大改

变了 l9 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占绝对优势的欧洲中心

主义思考模式。

在杜维明看来，这样的反思是十分有利的，因为

“对西方启蒙以来的价值能否做出创建性的回应，是

儒家有没有发展可能的关键。”［l］因而在寻求与其它

文明对话的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能否发展出一个成

熟的、不属于英美翻版的儒家现代化模式。90 年代

以后，他认为这种模式已经出现，就是工业东亚。虽

然他从未肯定儒家思想和工业东亚之间的必然联系，

甚至指出：“有一种错觉，认为儒家文化和工业东亚的

兴起有很密切的关系”［2］，但是，他仍然认为，“儒家伦

理在东亚现代性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应可成为东南

亚、南亚、拉美、非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

借鉴。”［3］

二、五四时期引进启蒙价值的功绩与不足

西方启蒙心态所创造的许多价值领域，如科学技

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

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虽然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

“希望建立一种截然不同的伦理观念或是一种不受启

蒙精 神 支 配 的 全 新 的 价 值 体 系 的 希 望 是 不 现 实

的。”［4］作为一个落后于现代的民族，我们首先要做它

的受惠者。在这方面，杜维明认为五四知识分子功不

可没，他们在如何吸纳西方启蒙思想精华，以建立一

个康壮有力的中国现代文化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虽然表面上五四是一个“反传统”的批判时代，但

是，它代表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精神的重

建，而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世界

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另一方面也为儒学的新生

涅磐提供了新的动力。”［5］

最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时期，如何使儒家

这一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和 l8、l9 世纪从欧洲发

展出来的启蒙人文精神进行对话，成为当时一流知识

分子所关注的中心。他们积极吸收西方启蒙思想提

出的科学、民主、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等

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但是，很多知识精英发现，儒家

的人文精神和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庭伦理、权威政治

乃至集体主义纠缠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很多

消极因素，使中国不能充分、迅速地实现现代化，因而

对其进行了最尖锐、最彻底、最极端的批判。自由主

义者胡适、社会主义者陈独秀、大文豪鲁迅等都是其

中著名的人物。通过这种批判，保留在中国人文化心

理结构下意识层中的一些封建残余，如软弱性、妥协

性等阴暗面纷纷暴露出来。在杜维明看来，这种批判

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只有经过严谨学术思考的辩

难，才能剔除封建糟粕，才能为吸收西方的普遍性价

值扫清道路，也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儒家人文精神的

开发重建。从这个角度来看，杜维明认为五四精英对

儒家传统的批判不仅不过火，而且还不够，如当时鲁

迅所讲的国民劣根性，几十年来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

变本加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想把

传统对我们的不健康的影响像包袱一样一丢了事，是

把传统的阴暗面、传统的腐蚀的力量看得太简单了。

实际上它已经流到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骨髓，想要一

丢了之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深层的反思，才能把传

统的阴暗面去掉，否则它会泛滥成灾。”［4］

当然，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在回应西方思潮的过

程中，也出现了历史性的偏差：他们没有认识到现代

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多侧面的复杂过程，而是一

致认为西化即是“现代化”，把西方文化的特性当成人

类文明发展的共性，因而采取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

“强人政策”的反面———“弱者政策”：用光辉灿烂的西

方价值观念如科学、民主来反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

如自私、妥协、愚昧、庸俗、陈腐等劣根性，试图以此来

加快中国向西方迈进的步伐。在这种救亡图存、急功

近利的极端思想指导下，五四知识分子无暇对启蒙精

神进行深刻的探索，一味鼓吹“科学万能论”、“科学救

国论”，忽略了许多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深厚文化心

理因素，如主张向外冒险的浮士德精神、尊重个人人

格和权利的个人主义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法制

观念，仅仅把西学当成工具理性来理解。结果致使在

西方历经几个世纪才得以生长和繁荣的自由、平等及

正当法律程序等启蒙价值，在中国的知识土壤上由于

缺乏足够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而显得先天不足。而且，

他们对中国儒家传统中诸如哲学的人学、修身养性、

天人合一等很多在塑造民族性格、培养社会心理、规

定价值取向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伦理学和美学上

的精华，也表现出极端的、片面的排斥。虽然有梁漱

溟、冯友兰、熊十力、张君劢、贺麟等人怀着深厚的文

化感受和社会关切，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哲学的

反省和挖掘，但终究势孤力单，从而造成不仅西方文

化的精华没有很好地吸收进来而中国的优良传统也

无可挽回地散失的局面，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遥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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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五四知识分子的这种启蒙心态也应该受到现代

人们的反思和超越。

三、站在儒家人文主义的立场对启蒙心态

进行反思

在杜维明看来，进入 2l 世纪，人类社会最有影响

力和生命力的价值，应该说还是代表现代西方思想的

启蒙心态。我们要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就要继

承五四精英的批判意识和勇于探索、勇于思考、勇于

创新的开放乐观精神，必须“化解百余年来受尽欺压

屈辱而郁积在民族心灵中的哀怨和羡憎之情”［3］，“以

学步慢行的危心，采取哀兵的策略，作动心忍性的工

夫”来进行启蒙的补课。在保持民族独特性的同时，

以不亢不卑的坦诚心态深入西方文明的骨髓之中，汲

取其创造民主科学等价值领域的精神源泉，进一步为

理性精神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播种生根而努力。

百余年来，由于人们一直致力于对西方先进科学

技术的吸收，因此，在这方面已初见成效。而对于缺

乏自由民主观念的中国来说，如何吸收西方的自由、

民主、法制精神还有待探索。杜维明站在儒家的立

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人文

主义虽然存在着诸多缺陷，如明显缺少一种对个人主

义的强有力的承诺，但是作为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传

统，儒家自有它独特的价值。如：在其基本信念中，没

有彻底超越、积极的恶和超验合理性等观念，因而难

以形成制约权力滥用的办法与措施。然而，“儒家的

关于仁政、精英责任意识以及人民具有要变革权利的

思想，同文明、公平、公共透明性等民主进化要求是完

全吻合的。”［4］在其政治哲学中，儒家传统显然缺乏自

由、人权、隐私和正当法律程序等概念。但是，为确保

个人利益和隐私，发展儒家尊重公正无私的精神也是

十分必要的。在人际交往的实践中，儒家传统显然没

有社会契约、市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等先例。然而，事

实上已成功扩展至世界每一角落的“网络资本主义”

表明：“复杂的商业交易所提出的诸如诚信、可靠、责

任、义务等植根于儒家文化的道德要求，是它的明显

特征。”［4］

杜维明同时还强调，现在的形势和五四时期有了

很大的不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向取代了西化一

元论的偏见，也给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发展空间。也

就是说，我们再不能被动地吸收，而应该正视启蒙精

神中固有的严重矛盾和体现在现代西方国家发展中

的破坏性因素：因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弥漫全球

而造成的危机。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当然要靠世界各

地的精神文明如基督教、回教、佛教、犹太教、兴都教、

道教来化解，而儒家的人文精神也可以提供自己的资

源。当然，只有“先创造性的依照启蒙运动的价值观

改造自己，然后才能对现代西方国家的极端个人主

义、恶性竞争和不道德诉讼行为进行有效的批判。”［4］

在杜维明看来，“儒家传统因受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

而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扎根现代新儒学（因受西化挑

战而新思勃起的儒家学说）而对人类社群当下的困境

作出创建性的回应，正是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的循环

逻辑。”［3］儒家传统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为全球社群伦理提供资源

在杜维明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二者

都是启蒙精神的范例）都没有提到社会网络中具体的

人有着种族、性别、语言、地域及宗教等的差别，而且，

“启蒙运动对社群始终没有掌握得好，招致社群分裂

严重，根本没有‘天下’的观念，讲求的是争夺和富强，

最明显的是优胜劣败的紧张，所引发人类的强取豪

夺”［3］，因而在欧洲霸权心态下产生了种族歧视、宗教

战争、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症结，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有必要超越启蒙心

态，建立一种新的人类生存和繁荣所必须的，赞同文

化多样性、尊重差异和鼓励精神取向多元性的伦理思

想。在这方面，一贯强调相和性和包容性的儒家传统

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源。这种新型的伦理可以用儒家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黄金法则”来取代自私

自利原则，去培养一种内涵宽广、以互利互惠为交往

基础的社群观念，这样就“可以为错综复杂的多元世

界提供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地区与

地区乃至人类与自然，人心与天道和平相处的‘安

宅’，‘正位’与‘大道’。”［3］

（二）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省

启蒙以来的大思潮认为：人是世界的创造者，人

的理想、由此达到的知识领域以及个人的情感因素等

组成他的人文世界，这些与自然主义所描述的天地万

物、以及各种精神领域如宗教神圣世界是对立的。这

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导致浮士德精神———为了知

识和权力可以出卖灵魂———观念的产生，而这种观念

在 20 世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军备竞赛、核战危机、

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等。总之，20 世纪的问题是人

的问题。如何对人的问题进行全盘的反省、如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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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俗的人类中心主义达到人道与天道结合已成为世

界性的课题。儒学对此课题的启发是：如果现在要重

新反省人的问题，就必须从一个现实具体的人所遇到

的存在的考验出发，因为人是受各种不同关系网络制

约的，它的发展过程可以用不断扩展的人际关系来表

达，人要超越自己、超越家族、超越国家，甚至超越以

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这样才能充分完成自己的人格，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的

人文精神不仅是一个横向的扩展，同时也是从人的身

体到心知、到灵觉到神明的逐渐深化、逐渐扩展的过

程。如何使个人和社会能够互惠、个人和自然能够和

谐、人心和天道能够合一，都是儒家人文精神不可或

缺的关怀。在杜维明看来，儒家这种把天、地、人结合

在一起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人文精神，可以弥补

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凡俗人类中心主义的缺

陷与不足。

四、评价

对启蒙心态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是当今西

方社会的一大思潮，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这也逐渐成

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

物杜维明却深契时代脉搏，积极参与到这一影响世界

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讨论中。首先，他客观地分析了西

方启蒙心态的功与过，积极提倡儒学要想走向世界，

就“不能抱残守缺而且必须主动自觉地吸取现代西方

文明的精华如自由、平等、科学、民主、人权及法治以

作为 对 儒 家 传 统 进 行 批 判 继 承 与 创 造 诠 释 的 资

源”［3］。同时还对五四运动在引进西方文化过程中的

功绩与不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超越了老一辈新儒家一味排斥的偏激做法，进而深切

关注地球村所面临的难题，站在儒家人文主义的立场

提出解决方案，希望藉着对启蒙心态进行反思的机会

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将儒学的现代化纳入到世

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中。他的这种勇于进取的探索精

神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许多学者往往置身于社

会问题之外、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对于许多严重的社

会问题如环境污染、人情淡漠、诚信扫地、道德沦丧、

社会秩序混乱等等不闻不问，致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远远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

问题甚至成为国家发展的制约因素，这是应该引起我

们反思的。而且，以杜维明为代表的海外现代新儒家

在扩大儒学在世界上的影响方面也成绩斐然。一百

多年来，由于中国的落后使得儒家思想在世界民族文

化之林中只能是弱势文化，虽然少数西方学者对它有

所关注，但大多人都是把它作为一种已经失去生命力

的文化形式来进行研究的，如列文森、韦伯等人。近

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

界上的地位逐渐提高，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者也

日益增多，甚至还有的学者自称为儒家式的基督徒，

如南乐山。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改变，和杜维明等人在

海外的大力宣传不无关系。

当然，杜维明的思想中也还有一些有待发展、完

善的地方。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将启蒙定义为人

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他给启蒙

拟订的座右铭就是“敢于认识！坚信自己的理性”。

作为意志思维方式，理性的基本特征概括说来至少有

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反省的批判精神”，“其二，通过

理智，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的意志”。“其

三，确立并严格依循一以贯之的分析、分解和结合、构

建的认知方法”。［6］当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还远未成

为中国人民的自发行为时，杜维明只把人类中心主义

和科学主义所暴露出来的侵略和征服的意图当作启

蒙心态显然有失片面。虽然杜维明也承认中国传统

文化中缺乏民主法制观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是一

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但是，他仍然认为，十分重视

社会人际关系、家庭团队精神、义务责任伦理等价值

的儒家传统，在吸进了自由、人权、正义、法治以后，就

可以争取到对西方社会过分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以

及人情淡薄、社会冲突等弊端进行批判的权利。这是

站在儒家本位主义的立场，把儒家过于理想化了。用

杜维明自己的话来说，西方有西方的文化传统，东方

有东方的文化传统，两者发展的背景不同，因此在互

相交流过程中，对对方文化的理解与接受程度如何，

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儒学站在自己的文

化传统上所吸收的自由人权是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

自由人权呢？哪一个更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呢？

这些问题还有待杜维明以及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

化的学者做深层次的探究。而且，杜维明也承认，东

西方文化可以互为参照、互相批判、共同发展。但是，

在做文化比较时，一定要采取平等的态度。在这方

面，杜维明又采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用中国的

优秀文化传统反衬西方社会的问题，来凸显西方向东

方学习的必要性。就象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中国自己

来解决一样，西方的社会问题如道德精神的重建也需

要西方从自己原有的思想资源中进行挖掘，当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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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文化传统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但不大可能

成为西方社会的救世良方。在面对启蒙心态造成的

全球性社会问题上，世界各国学者纷纷提出建立普遍

伦理的要求，杜维明也颇有卓识地提出：全球社群普

遍伦理要建立在区域文化也就是各个民族具体文化

的基础上，并站在儒家人文主义的立场上进行了探

索。但是，由于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向只是在最近

几十年才得以凸显，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还处

于起步阶段，文化差异还很大，对于全球社群伦理的

建立存在着诸多分歧。即使是被称为黄金法则的“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各国也有不同的理解，如

基督教、伊斯兰教多从正面来理解，而儒家、佛教等则

从反面阐释居多，到底哪一种理解所建立的社群观念

更适合当今社会的需要还是个未定数。因此，虽然建

立全球社群普遍伦理已成为世人共识，但是这种伦理

如何建立、各民族文化都能够提供什么资源、他们之

间怎样协调、如何操作等问题还有待世界各国知识分

子的长期探索。因此，杜维明所强调的在世界多元文

化发展趋势中，“非现代西方的价值取向（譬如儒家人

文主义）也许比启蒙运动以来立足于工具理性的现代

西方文明更能为“后现代”（Post - modern）社会提供伦

理基础”［3］要想实现这个“也许”，还需要他的继续努

力。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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