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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 两岸共同发扬儒学精神

□ 汤绍成

儒家文化乃两岸共同 的文化基础 ， 近年传统中 国和西方价值观最根本的区别 ， 就

来 ， 大陆推行尊孔 的政策 ， 将可拉近两岸的距在于对人性的基本主张 。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

离 ， 并可借此探讨双方合 作 的可能性。
2 0 1

1中 ，

“

仁
”

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 ， 该学

年元旦 ＥＣＦＡ 生效 ， 两岸关系得 以 进一步发说所主张的
“

性善
”

，

＠
是中华文化思想的主流

展
， 接着在文化交流方面 ， 更可 以大力 发挥 ，（盂子 ： 恻 隐 、 羞恶 、 辞让与 是非之心等 ） 。

以便增进理解与建立共识 ， 并为未来的两岸关进而 ， 如孔子所云 ：
道之 以政 ， 齐之以刑 ， 民

系打好基础与创造条件 。免而无耻 。 道之 以德 ， 齐之 以礼 ， 有耻且格

近年来 ， 中西方对于人权与价值的争论炽（ 《论语 ？ 为政篇 》 ）
。 事实上 ， 所有真正的教

烈 ， 相形之下 ， 我 方 的话语权仍显纤弱 。 但育 ， 都是在唤醒学生 自学与 自 律的意识 。 君子

是 ， 目前大陆政府在国 际上向许多国家提供纾是有为有守 ， 自 主 自 立 ， 那些无法 自 制 的人 ，

困协助 ， 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已做出重大贡都必将受制于人 。

献 ， 这是否显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 ？ 这而西方世界深受基督教文化所谓
“

原罪
”

也使得西方国家错愕顿足 ，

一方面需要大陆的的影响，因而性善 的学说难 以发展 。 例如 霍

支持 ， 另方面还批评 中 国 的人权与价值问题 ，布 斯 （
Ｔｈｏｍａ ｓＨｏｂｂｅ ｓ

， 1 5 8 8
－ 1 6 7 9

）

？
所提 ：

已陷入
一个难以 自 圆其说的 困境 。

？社会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
这种思想深刻

目前 ， 东风 日 盛 ， 西风 日 衰 ， 情势明 显 。影响 了现代西方的国家哲学 ， 导致西方的法治

近一步观之 ， 东西方文化的竞合与较劲 ， 正处充分发展 ， 最后连国家的合法性都必须建立在

于黄金交叉 的关键时刻 。 若两岸能携手合作 ，
合同之上 （

Ｊ ｏｈｎＬｏｃｋ
， 1 6 3 2 －

1 7 0 4
；
Ｊｅａｎ

－

Ｊ ａｃ
－

截长补短 ， 相互呼应 ， 共同强化中华文化在闰ｑｕｅ 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1 7 1 2－ 1 7 7 8
） 。

？而这也是导致

际上的角色与功能 ， 并为解决当前国际困境提西方文化中 自 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盛行的基础 。

供软实力 （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 ｒ
） 与巧实力 （

ｓｍａｒｔｐｏｗ
－ 2

、 德政与法治

ｅ ｒ
） 的新思维 ， 难免东风不会压倒西风 ！依照儒家的观点 ， 法治主要的缺 陷在于强

一

、 儒学特色者有权解释法律 ，
因而得以欺负弱者 。 例如史

在这一部分 ， 本文先从儒家所主张的人性班塞 （
Ｈｅ ｒｂ 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 ｒ ， 1 8 2 0 － 1 9 0 3

） 的
“

社

论出发
，
再检视儒家施政的主张 ， 再加上中 国会达尔文主义

”⑥
， 就助长 了殖 民帝国 的 自 由

传统人与 自 然的关系 ，
以及儒家的人权观与 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发展 ， 不但深化了西方世界

际观等等 。 最后 ， 再略述儒学思想对于欧洲的内部的矛盾 ， 比如资产阶级和贵族 ， 以及工人

影响 。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等 ，
再加上对非西

1 、 性善与性 恶方世界的殖民政策 。 当西方国 家开 始殖 民时 ，

働 现 代 台 濟 诹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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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圣经与炮舰来换取他人的土地与资源中国 ， 那不但会失准甚至还是不道德的 ， 如经

（ 原来你有圣经 ， 我有土地 ；
后来我有圣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 的关联 。 西方工业国家

你有土地 ） 。在早期的工业革命时期也产生了很多污染 ， 但

而
“

仁
”

是儒家最高 的理想 ， 但这既不当他们发达之后才予以改进 ， 同时将夕 阳产业

抽象也不遥远 ， 乃运 用在 中 国人的 日 常生活转移至发展 中 国 家 。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台

中 ， 它教导人们应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 以建湾 ， 现在大陆亦同 ， 这不是
一个共同的发展过

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 但西方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程 ？ 西方国 家有何资格批评别人 ？ 同时 ，
这也

和 自 由 主义 ， 因 而产生强凌弱众暴寡 的现象 。涉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问题 ，
工业 国家是否应

相形之下 ， 新儒学一贯主张
“

严 以律 己 ， 宽该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计算其排放量 ？

以待人
”

， 尊重他人的权利而不欺压 ，
因而新人权问题是另

一

个例子 。 根据 《史记 ？

儒家可以缓解西方过于强调法治与权利所造成管晏列传 》 ，

？“

仓廪实而知礼节 ，
衣食足而知

的后果 。荣辱
”

。 人权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阶段 ， 归根到

3
、
人与 自 然底要看各国 的情况 。 在 1 9 世纪 ，

西方帝国主

此外 ，
人类与 自 然之间 的关系也很重要 。义 国 家掠夺 中 国 的 国 家 资产 （保 守估计约

在过去三百年来 ，
因殖民帝国主义不断追求财 3 5 0 0 亿元人民 币 ） ， 来发 展 自 己 的工业 。

＠现

富 ，
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 的严重破坏 。在

，
他们要求中 国采用西方的普世价值 ，

极不

二战后 ， 非西方国家也力图迎头赶上 ，
因而更公平 。 况且

， 在 1 9 世纪 5 0 年代 ， 中 国的 ＧＤＰ

加恶化全球的气候 Ｑ 但新儒家主张 ，
人与 自 然占世界 3 0 ％

， 但到了 1 9 5 0 年 ， 却 只剩下 3 ％ ，

是不能分开 的 ， 怎能不珍惜 物质与生命 （ 张这不都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所造成的结果 ？ 难

载 ： 民吾同胞 ， 物吾与也 ） ！

⑦
而若能以新儒学道这些加害者不需汗颜与道歉？

为基础 ， 借 由教化与宣传来增强各国人民的物因此
， 若将当前大陆的具体情况及其国际

我关系与关怀意识 ， 这对于改善全球 的环境必地位 ， 与其 1 0 年甚至 2 0 年或 5 0 年之前的情

有帮助 。况作 比较 ， 大陆人民 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 言

在 《礼记 ？ 礼运大 同章 》 中 ，

？
孔子描述论 自 由尺度也明显放宽 ，

国际地位更是 日 益重

了 中国知识分子对平等权利与社会主义 的理要
，
此乃与西方国家以其 自 己的标准来衡量 中

想 ， 事实上 ， 孔子更重视平等的权利 （ 不患国大陆的结果大异其趣 。

寡而患不均 ） 。 保护人民 的生存和发展 ，
照顾 5 、 国 际观

全体人民的利益 ， 才能促进社会 的和谐与稳依照儒学的观点 ， 各个国家最重要的职责

定 。 儒家还注重群体优先的原则 ，
以家庭或家就是要把 自 己的工作做好 ， 并 自 主决定如何与

族为中心 ， 然后扩展 到 国 家和世界。 特别 是其它国家交往 。 因此
， 自 古以来 ， 中 国一直对

《大学 》 中所提倡的美德 （大学之道 ， 在 明明人忠诚 ， 甚至以宽恕的方式来展现自 己的无私

德 ， 在亲民
， 在止于至善 ；

以及诚正修齐治平与诚意 。 中 国的对外政策也是以仁为基础 ， 以

等 ） ， 原则上团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 。 这种调便让其它 国 家受 惠 ， 朝贡体系就是最好的说

和个人与社会共 同利益的立场 ， 与西方个人和明 。 因此
，
其它国 家没有理 由不与 中国 友好 ，

群体二元对立的观点差异甚大 。哥伦布 （
Ｃｈｒｉ ｓｔｏｐ

ｈｅ ｒＣｏ ｌｕｍｂｕｓ
， 1 4 5 1－ 1 5 0 6

）

4
、 环保与 人权与郑和 （

1 3 7 1 － 1 4 3 3
） 就是 中西双方最为明

在此还必须强调 ， 若以西方的标准来判断显的对照 。

？
郑和 七下 西洋 ，

最远还抵东 非 ，

现 代 台 湾 研 究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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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从来没有占领任何土地或殖民 ， 而哥伦布中 主要 的就是经贸 、 知识与安全 的原因 （ 为

刚好相反 ， 勿庸赘述。政以德 ， 譬如北辰 ，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 ， 这

质言之 ， 中国传统仁政的基本原则 ，
可以对于重建

一

个更加公正与公平的 国际秩序 ， 是

协助维系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国与国之间 、 国否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维 ？

与地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和欣赏 ， 尤其应该尊若将 1 9 0 0 年入侵中 国的
“

八国联军
”

与

重各 自 的历史 与 文 化 。 因 为 每个人都是集当前的八国集 团 （ Ｇ 8
） 相 比 ， 其实 只差在奥

“

天地之精
”

所生成 ， 但 出生的地点与环境不地利被加拿大取代 ，
这些国家已经主宰世界超

同 ，
所以每个国 家或地区都有 自 己 的 习俗和价过一百年 。 这些国家都认为大国必霸 ， 但从中

值观 。 如果中国人生在非洲 ， 那中华文化必定国 的传统和 目 前的对外与两岸政策观之 ， 情况

是另种面貌 。 因此 ，
人类的信仰与信念 ，

无疑完全不同 ， 目 前正是两岸可以携手共同 向国 际

是
一

个理想世界的必要条件。 为了创造世界长发声与说明的好机会。

期的和平与发展 ， 所有国家的现状都必须得到二 、 儒学的 影响

尊重 。早在 1 7 世纪 ， 新儒学就对于欧洲 的 自 由

依据儒家思 想 ， 每个 国家都是 自 己 的主主义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 ，
此乃 因 当时欧洲 3 0

宰 ，
可以 自 主选择生活方式 。 西方国家经历了年战争 （

1 6 1 8－1 6 4 8
） 结束之后 ，

西方满 目

启蒙运动 （
Ｅ ｎ ｌ ｉｇｈ ｔｅｎｍｅ ｎ ｔ

） ，

？
使得新兴 资产阶疮痍 ，

相对中国正处于大清盛世 ，
因而让欧洲

级可以跳脱家长式 的制度 。 这正如康德所言 ，
各界产生对于中华 文化的高 度 向往 。

？
世界最

“

父权
”

（ ｐａ ｔｒｉａｒｃｈａ ｌｐｏｗｅ ｒ ） 是有史以 来最独伟大的哲学家之
一

康德 （
Ｉｍｍ 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

， 1 7 2 4

裁的政权 ， 始终把人民 当作不知好歹的子 民 ，
－

1 8 0 4
） 曾 断言 ，

人是理性的动物 ，
因此每

当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化 ， 其实是跳脱家长式政个 自 我都是 目 的 （ 自 我 目 的 ，

Ｓｅｌｂｓｔｚｗｅｃ ｋ ） ，

权的过程 。 但是 ，
西方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颐不能被当作工具 ， 故必须强调道德与 良心的作

指气使与欺诈利用
，
并仍视此为 白 人的负担用 ，

因 为这才是
“

自 我 目 的
”

的最佳表现 。

（
ｗｈｉ ｔｅｍｅｎ

’

ｓｂｕｒｄｅｎ
） ， 如何 自 圆其说 ？事 实 上 ， 莱 布 尼 兹 （

Ｇｏ ｔｔｆｒｉｅｄＷ ｉ ｌｈｅ ｌｍ

如今 ， 中国大陆的 ｌ
ｌ？起证明 了非西方国家Ｌｅ ｉ

ｂｎ ｉｚ
， 1 6 4 6－ 1 7 1 6

） 与 沃 尔 夫 （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

是完全能够 自 主且不需任何指导 。 如果 中国大Ｗｏｌ ｆｆ
， 1 6 7 9－ 1 7 5 4

） 就是受到新儒学的影 响 ，

陆能 ， 其它 国家为何不能 ？ 重要的是 ， 每个 国而他们两者 的主张正好是康德先验唯心主义思

家都应参照其 自 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自 己的未想 （
ｔｒａｎ ｓｃ ｅｎｄｅｎ ｔａ ｌｉ

ｄｅａｌ ｉ ｓｍ ） 的基础 ，
康德所

来 ， 而不是照搬他国 的经验 。 几个世纪 以来
，主张的

“

定言令式
”

（
ｃ ａｔｅｇｏｒｉ ｃａ ｌ ｉｍ ｐｅｒａ ｔ ｉｖｅ

），

？

国际交流也受 到西方殖 民帝 国 主义的影响甚也就是
一种放诸 四海 而皆准 （ 全面性与强制

深 。 如果这种交流只是重利轻义 ， 其结果必然性 ） 的道德规范 ，
乃 出 于孔子 的伦理学 （ 比

是弱 肉 强食 ， 因此 ， 儒家的道德原则当可补其如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 。

不足 。三 、 结语

这就是把其它国家视如 自 己 ， 世界是
一

个总之
， 我们并不完全否定西方的价值 ，

因

大家庭 。 在传统上 中 国 虽 然 被视 为是
“

天为它可 以为我们提供珍贵的参考。 但所有的价

朝
”

， 对于周边 国家都
“

厚往薄来
”

， 从不干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有其源起 ， 是否可将西方的

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 或强迫这些国家接受中 国观念应用 于中 国 ，
这本身就是

一

个巨 大的挑

的价值观念 。 在此朝贡体系中 ， 万国来朝 ， 其战 ， 若将观念强加 于人 ， 更是一种 野蛮 的行

■ 视 代 台 湾 砑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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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华 》 ， 台北 ， 校园 书房 ，

1 9 9 8 。

比如 欧盟和德国抗议台湾的死刑制度 ，
就④ＴｈｅＥｎ Ｓｌ

ｉ
ｓｈＷｏｒｋｓｏｆＴｈ＿ｓＨｏｂｂｅ ｓ 。ｆＭａ ｌｍｅｓ

－

是最佳实例 。 也许是因为欧洲 国家经历了战争
ｂｕ ｌ

＾ ；ＮｏｗＦ ｉｒｓ ｔＣ ｏｌ ｌｅｃｔ ＲｄａｎｄＥｄ ｉｔｅｄ—Ｓｉ
ｒＷ ｉ

ｌｌ
ｉａｍ

和独裁的统治 ，
他们坚信国家不应杀害 自 己的

’Ｂａｒｔ ．

， （
Ｌｏ ｎｄｏｎ ：Ｂｏｈｎ

，1 8 3 9 － 4 5 ）
． 1 1

？ 鬥 ． ＾＾，ｔｒ ． ｉ＾ｒ ｒ

－

ｒ ｔｖｏ ｌｕｍｅｓ
，ｖｏｌ ｕｍｅ 4 ．Ｔ ｈｅＬｅｖ ｉ

ａｔｈａｎ ．

人民 。 然而 ， 台湾地区及大陆都没有杀害 6 0 0
’

⑤Ｍ ｉｃｈａｅ ｌＲ ．Ａｖｅｒｓ
，Ｌｏｃｋｅ ．Ｅｐｉ ｓｔｅｍｏ ｌｏｓ＾＆Ｏｎ ｔｏｌｏ

－

万犹太人或掀起战争 。 相反的 ， 中华民族都是
亞 ，

Ｋ （ ）ｕＵ ｅｄ
ｇ
ｅ

，
］ 9 9 1

；Ｈ ｉ ｃｈ ａｎ Ｊｃ。ｘ
，
“ｏｎＷ ａｒａｎｄ

受害者 ，
而不是战争的罪犯 。 当然 ， 废除死刑ｐｎｆ

．

ｎ ｆＭ Ｉ

．

ｐ Ｉ ＱＡｎ
ｒ ｅａｃｅ

，Ｕｘ ｔｏ ｒｄ
：Ｕｘｌ ｏｎ ｉＵ 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Ｐｒｅｓ ｓ

，
 1 9 6 0 ，

是
一

个选项 ， 未来是可 以考虑 ， 但当 ■事人有权？Ｔｈ。ｍａＳ Ｃ ．Ｌｅｏ ｎａｒｄ
，

“

Ｏｒｉ

ｇ
ｉｎｓｏｆ ｔｈ ｅｍ

ｙ
ｔｈｏｆｓｏ

－

自 主决定 ，
不需他人指 点 。 目前有 超过 8 0 ％

ｃ ｉａ ｌＤａｒｗ ｉｎ ｉ

ｓｍ：
Ｔｈ ｅａｍｂ ｉ

ｇ
ｕｏｕ ｓｌｅ

ｇ
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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