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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构全球伦理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热点课题 ,旨在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 ,

通过对话与交流 ,寻求某种交汇点以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共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 ,

其群体本位 、群体协作精神 , “见利思义” 、“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 “中” 、“和”的宽容和谐思想 ,心

性层面的安身立命之道 ,对于全球伦理的建构具有借鉴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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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建构全球伦理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作者以为 ,建构全

球伦理的前提 ,需要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 。作为东方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 ,无疑是其建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儒学中关于身心性命之学 、力行实践之学 ,它所关心的既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又

是每一人类个体身体力行的生活 ,它代表着社会的良知 ,担当着社会的道义 。

一 、儒学的群体本位 、群体协作精神 ,为建构全球伦理提供了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从当前全球范围来看 ,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已走向国际舞台 ,国际间的联系空前紧密 ,追求更大

规模的效益非单个国家或个体所能奏效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已是人类生存的最佳选择 。因而 ,需要重

新厘定全球化进程中个体与整体的整合与互动原则。

儒学倡导的传统礼制重视群体的价值 ,有一整套协调个体与群体之利益 、意志 、关系的办法 ,通过外

在方面的礼制秩序与内在方面的“耻感趋向” ,形成了国家 、民族 、社会三位一体 、不可分割的互动情结 ,

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谓“上至君主 ,下至庶民 ,每个人均作为其行为与群体息息相关的互动

个体而成为群体的分子”
[ 1]
(第 8 页)。此言虽然有其负面影响:个体的独立性时常被淹没在社会群体的

伦理纲常之中 ,存在着漠视个体利益 、压抑个体能动性的一面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 ,在经济全球化和

现代化到来之际 ,也包含着正确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一面 。在当代个体对于群体的依赖性较之以往

任何一个时代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特征。如果我们对儒学这种重视群体本位和群体协作的精神做现代的

诠释和改造 ,使其融入于世界各个国家的意识之中 ,这无疑将有助于整个国际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

展 ,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更大进步。

当代社会必须重视和汲取儒学群体本位 、群体协作精神的价值观 ,它将有利于建构适合全球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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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需要的社会整体秩序和公共利益 ,保证公平竞争的合理化 ,承认与肯定他国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实

现 ,以建构社会公正 、正义等道德原则。与此同时 ,它对于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人际关系 ,对于

指导人生 ,提高精神生活 ,防止人性的异化和人的困惑与疏离等方面 ,都具有积极的功能意义和价值。

若将儒学的把自我归属于群体 ,并为群体的荣誉和发达而献身的精神和追求超越的思想引入到现代工

业科技文明之中 ,则将有利于促成人们从现实的物质利益中摆脱出来 ,抛弃心灵的空虚和精神的惶惑 ,

并升华为自己行为的高尚价值和道德品质。因此 ,在全球化时代建构全球伦理的前提条件 ,就必须要有

群体本位和群体协作精神的现代价值观 。儒学的这一思想恰恰为建立这种现代价值观提供了有益的参

照系 ,为谋求人类共同发展的合作方式提供了基础 。

二 、儒学道义至上的义利观 ,为建构全球伦理提供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准则

当今的国际社会 ,已由军事 、信仰为中心的对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 ,国与国相

互间的依存将更进一步加深。与其同时 ,国际间的民族冲突和领土纷争的矛盾不时激化 ,狭隘的民族利

益和国家利益还影响国际间的平等互利关系的发展。因此 ,强调道义至上应该是促进人类和平与安全

的道德要求 ,应成为国际行为的准则和评判是非的标准 。在儒学的价值哲学中 ,历来倡导道德价值高于

物质价值 ,并以之视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孔子的“见利思义”
[ 2]
(第 131 页)、“见得思义”

[ 2]
(第

156 页)、“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 2]
(第 32 页),奠定了义利关系的基础 ,决定了儒学的价值选择与价值

导向 ,以及评判行为善恶是非的标准 。虽然 ,在义利两者关系之间 ,就价值地位而言 ,义比利高;就价值

比值而言 ,义重于利 ,但儒学在承认与肯定道义的前提下 ,也并不排斥对利的正当追求。孔子所言的“富

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 2]
(第 28 页), “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 2]
(第 60

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对富与贵之类的利益追求 ,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合乎道义的要求 ,进而明确了

道义至上是判断行为的最终依据。孔子之后的孟子继承和光大了这种思想与理论 ,提出了“义 ,人之正

路也”
[ 3]
(第 124 页),荀子提出了“先义而后利者荣 ,先利而后义者辱”

[ 4]
(第 36 页),董仲舒在其《身之养重

于义》中进而提出“利以养其体 ,义以养其心 。心不得义不能乐 ,体不得利不能安 。义者 ,心之养也;利

者 ,体之养也” ,这些通过明道尚义 、旨在提高人的道德理性和崇高精神境界为目的的理论 ,使得行为准

则的基本定型就体现在“先义后利” 、“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儒学这种理论 ,在当今建立全球伦理的时代 ,虽然其强调的重义贵义存在着非利 、去利的一面 ,但所

体现“道义上的以义率利和经济上的义利双成”
[ 5]
(第 1003 页)的行为准则 ,有其重要的参照价值和理论

意义 。只有实现义利统一的完满状态 ,整个人类社会才能形成一种持久的 、强有力的价值导向 ,才能使

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 ,在“义”的引导下 ,不是向往超功利的人格完善与道德境界 ,而是在道义与法

律许可范围内的竞争 ,从而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或国家的利益。因此 ,全球伦理的建构 ,尤需提高并注

重对义利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否则 ,由于人类对物质欲望的极度追求 ,将会带来的全球化社会弊病 ,诸如

生态平衡的破坏 、环境污染 、吸毒贩毒 、性病泛滥 ,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 、物化。因此 ,“先义后利” 、“以义

率利”的义利观 ,对于调节人们行为的出发点无疑有着积极的“导航”价值。

三 、儒学“中” 、“和”的宽容和谐思想 ,为建构全球伦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21世纪的世界文化究竟以何种格局出现? 如何处理不同文化背景下伦理观念的差异和矛盾? 这

是建构全球伦理必须处理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而儒学的“中” 、“和”思想无疑为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

儒学理论中 , “中”指“中道” ,无过无不及 ,它讲究一个客观的“度”或规范性的原则 ,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

下 ,对“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的统一 ,从而使得各种力量与利益参和调济 、相互补充。而“和”旨

在强调容纳相异的人才 、意见 ,保持一种生态关系的和谐 。有子的“和为贵”
[ 2]
(第 5 页)、孔子的“和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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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2]
(第 125 页), 《礼记·中庸》讲“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 6]
(第 2页),王阳明《传习录》中所谓的“仁者以

天地万物为一体” ,这些理论为人类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从历史发展来看 ,人 、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应处在平衡 、协调的过程之中。面对人口问题 、粮食问

题 、不可再生资源问题 、工业化问题 、环境污染等五个最终决定和限制经济增长因素的日趋恶化 ,建立并

保持一种宇宙一体 、普遍和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不仅只是理论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而且也是全球

共同面对并付诸解决与实施的实际问题 。尤其在当代国际社会 ,面对东西方文化传统差异的客观现实 ,

要构建全球伦理 ,儒学“中” 、“和”的宽容 、和谐思想 ,无疑将是处于积极的指导性地位 。反思当代经济全

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存的现实 ,各种矛盾纠纷与战争冲突 ,总是与文化价值观念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

系 ,所以 ,增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宽容 ,减少或避免因文化的隔核与霸权而导致的世界不稳定与

无序 ,必将对 21世纪人类和平与发展带来众多的影响。“维护和平 ,或者恢复遭到破坏的和平 ,不仅需

要理智 ,而且也需要妥协的意愿”
[ 7]
(第 222 页)。显然 ,儒学的“中” 、“和”思想能使不同的文化传统寻找

其交汇点 ,通过对话与交流 ,以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双方文化的发展 。孔子的“己所

不欲 ,勿施于人”
[ 2]
(第107 页)、“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 2]
(第 57 页)思想 ,对于构建宽容 、诚信的全

球伦理 ,以及团结的文化和公正的经济秩序 ,都将起着深刻的启迪意义和价值。由此看来 ,“东方文化决

定论”或“西方文化决定论”的观点 ,均不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文化多元格局客观存在的发展现实。

强调“中” 、“和”的宽容 、和谐思想 ,对于建构当代国际社会的全球伦理 ,不仅有助于批判强权政治 、

霸权主义 ,化解当今世界各国文明之间的冲突 ,使之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 ,而且其多元融合的包容性原

理 ,也可以纠正单一信仰 、单一文化专制观念的偏差 ,把彼此不同的文化统一于相互依存的合体之中 ,并

在不同文化的合作过程里 ,求同存异 ,吸取各国文化的优点 ,使之达到最佳组合 ,并由此达到新文化的产

生 ,从而推动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以 ,儒学的这一思想财富 , “既可以保持和发展自身文化的特性 ,

又可以在互相交流和对话中得到发展 ,而促使不同文化的相互`认同' ”
[ 8]
(第 2版)。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缓解国际间的各种冲突 ,为建立良好的互助关系提供基础。

四 、儒学心性层面上的安身立命之道 ,为建构全球伦理提供了有益的心灵智慧

建构全球伦理或者建构一种为全球承认的跨文化价值体系 ,关键在于需要有一种对人性和所有人

平等权利的认可 ,有对共同游戏的承诺 ,以维护一种较高的社会道德理想 。当代国际社会商潮澎湃 、言

必曰利 ,如何来回复人的本性 ,保持人的尊严 ?单以物质文明难以保证 。因为人的终极依托 、安身立命

是无法由科学或物质所能取代的。工业化 、商品化 、现代化带给当代人的病痛 ,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精神

乐园 ,而儒学所讲求的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 ,所提升的主体人格和真善美境界 ,乃是以自身的生命力量

突破困境 、超越内在 ,它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 ,而且具有现代与后现代的意义和全世界的普遍价值 。

在儒学有关人的问题中 ,道德乃是贯通其诸问题的核心 。儒学的首要目的在于以“教化”来成就人 ,

达成人的价值的实现 ,并由此建立安身立命的超越基础 ,它通过人的自我意识对生命 、情欲 、知识 ,甚至

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现象进行自我超越 ,达到成圣 、成贤 、成佛 、成道的精神境界 。在儒学看来 , “诚”是

天赋予人的本性(即《中庸》所言的“天命之谓性”),人通过“诚”来控制自身喜怒哀乐的心理感情 ,并以

“慎独”修养方式达到“与天地参”的内在自觉 ,辅之以学问之辨 、学习礼仪 ,就能尽人之性 、尽物之性 ,从

而上升到“与天地参”的精神境界。要实现这一使命 ,根本任务就在于“教” ,即通过对“道”(即 遵循 天性)

的认 识和 理解 , 付 诸 自己 的实 践 。孟子 的“四 端说 ” 、董 仲 舒 、韩愈 的 “性 三 品说 ” 、李 翱的 性 善 情恶 论 ,直

至宋 明理 学的 “存天 理 、灭 人欲 ”这 样一 条人性 理论 主 线 , 无 不 说 明人 所 存 在的 价 值 、人 的文 化 生 命本 质

根极 于天 地 ,人 生的 终极 意义 可以 通过 日常生 活的 道 德实 践 得以 体 现 。只 要 每一 人 类 个体 为 社 会尽 道

德义务 ,充 分维 持和 发挥 自己的 道德 理性 ,就 可以 超越 世 界的 各 种境 遇 和 本能 欲 望 , 以 出世 的 精 神干 入

世的 事业 ,进 而 充分 地实 现自 己的 人性(尽性),凸 现人 之所 以为 人的 价值和 地位 。这 种以 对人 内在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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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人 的精 神提 扬到 摆 脱寻 常 的人 与 我 、物与 我 之 分 别的 `天 人 合 一 '

之境 ”
[ 9]
(第 268页), 极 大 地突 出了 人之 所以 为人 的本 性 ,即 在于 一种 目的 理性 、道 德理性 。

正是 儒学这 种在 个性 拓展 和历 史命 运承 担中 表现 人的 永恒 ,将 内 在超 越 、自 我完 善与 现实 人生 完美

地统 一起 来 ,通 过以 践行 尽性 的工 夫 , 使 价 值 理 想在 现 实 人 生 中 得 以实 现 。儒家 的 这 种 主 张 和其 他 倡

导 ,对 于解 救当 代西 方社 会病 所带 来的 精神惶 惑 、生命 困 境 、存在 危 机 、形 上迷 失 ,帮 助 人们 重 新 反省 生

命的 意义 和价值 ,起 到了 提高 心灵 素质 、增强 修身 养性 、追求 真善 美人 格的 作用 。因 此 ,儒 学心 性层 面上

的安 身立 命之道 ,是 当代 人的 心灵 抚慰 剂 ,是 建构 全球 伦理 的一 笔宝 贵精神 财富 。

总之 ,在 全 球化 时代 来建 构全 球伦 理 ,必 须要 以东 西方 不同 的文 化传统 为相 互投 射 、互为 比照 ,吸 收

各自合 理的 资源 。同 时 , 要 突破 各自 的规 范和 界限 ,打 破 各自 的 壁垒 ,也 就 是打 破 “东 方 文 化中 心 论 ”和

“西方 文化 中心 论 ”的 自我 封闭 心态 ,实 现东西 方文 化的 互为 参照 、互 为主观 ,这 样的 全球 伦理 方可 建立 。

而儒 学所 体现的 这些 文化 资源 ,无 疑为 它提供 了可 资借 鉴的 有机 组成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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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ulturology and Confucian culture.

Abstract:Const ruction of global ethics has been a hot point in academic field.It intends to find a point

in common by means of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t radition f rom w est to east in o rder

to promote peaceful and mutual existence.The Confucianism , as a core of Chinese tradi tional culture , i ts

collective centre , collective cooperat ion , viewpoint of justice and interest , moderatepeacefulness-permissive

and harmonious ideas , existence in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 these ideas can be references to global ethics

const ruction.

Key words:moderate and peace;collective centre;ultimate justice;set tle dow n and get on w ith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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