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文化比较



第一章 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与人论的特点及其
真实基础

• 中西文化各自的特点，不是泛指从各式各样对比中提出可注意之点或
形容词之类，而是指把中西文化都看作系统的有机生命体，考察其中
那形成它们，因而能说明它们各是其所是的东西，即各自的特殊本质。



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与人论的特点及其真实基础

•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比较的对象，用这个词，我们指从
西周直到清末这三千年的中国文化。在周以前的传说时代
和殷商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和周文化借以变革产生
的前提；

• 中国文化造成它那种特有的稳定与连续性的东西，非常关
键，因为这正是中国文化大异于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一
个重要特征。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在中国人的生活和各种文化中，对人的命运，即对自己家、
国、民族以至个人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的关怀，永远是
中心的主题。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与人论中时时表现出这
样一种高度的自觉：人们的一切生活言行和思想文化创造，
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有意义；而一切事情也只有通过人、
依靠人才能实现。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中国文化里的这种重人精神渗透在各方面，贯穿在历史中，
但它有一个起始处，就是西周，到了孔子和春秋战国的百
家争鸣中，更加突出得到发扬。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夏商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的时期，到西周以后至春秋战
国的时期，中国文化获得了巨大发展，奠定了它往后发展
的基础。夏商周的文化既连续又有变动，而已殷周之交的
变革为最重要。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
剧于殷周之际。”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殷墟卜辞表明，在商代，人们对天神上帝的崇拜
几乎支配了一切思想和重大行为。商王在遇到问
题时，都要通过巫的卜筮得到鬼神的指导才敢行
动。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尚书·洪范篇》其中就有：“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
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译文：你【王】有
大疑难事，自己先想一想，再和卿士【高级贵族】商量，
和庶人商量，和卜筮商量。）但如果卜筮反对，即使其他
人都赞成，都被认为不吉利。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代殷而起的周，虽然继承了殷的宗教观念，仍把天置于至
高无上地位，却明显地进行了重大改造：天已经不再是孤
立绝对的存在，它本身就要听人民的意志。武王伐纣时作
《泰誓》，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他们从殷的强大迅速走向瓦解灭亡中总结了很深刻的经验
教训，意识到只靠天命和暴力专制不足以维持统治，必须
特别注意和尊重民心所向。因此他们的思想转变到重人民
和人事的研究上来，对殷人的天神宗教观做了新的解释。
天成为民的欲望与意志的集中表现，它先要听民的，然后
才决定一切。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这虽然还是天神崇拜，却同上《洪范》中的天意不同，它
本身已人化了，取决于民意了，那末天意的决定实质上已
经变成人意决定的一种形式。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就转移
到人这边来了。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泰誓》还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就是
说，天神是为了人民才设君师的，因此作君者必须有德，
保民才算敬天，才能享有天命给予的统治权力。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中国人直到辛亥革命前一直有君权神授的观念，但同时又
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二者并行不悖
（孟子讲了以上两方面），其所以能一致，关键就在于对
“天”作了上述新解释。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周人由于强调“以德配天”，把重点转向了人事，就在继
承改造殷商文化时，创造出了一整套礼乐德治的典章制度；
这是一种新文化，其基本形式是规范全部人事的周礼。表
现这种新文化的诗、书、礼、乐等典籍后经孔子及其门徒
整理加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和往后全部发展
的源泉。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借鉴
于夏商二代）这个“文”就是起自西周的重人事的“人文
”文化。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从文武周公到孔子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和文化改革，就其随
仍保持天神至高权威，却又力图使之接近人、人化，把重
点转向人本身这一方面而言，同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
革和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潮颇有类似处。尽管二者的时代和
民族特点非常不同，其所表现的人的自觉都有划时代的意
义，对于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把这场变革从思想理论上提炼升华，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主要奠基者的，是孔子。他提出“仁”的概念作为周礼
和西周文化的思想核心，使之成为有深刻思想体系的文化
学术。“仁学”就是孔子的人论，也是他的哲学，在其中
孔子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重人态度：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
党》）

•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

•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这不仅同殷商文化唯鬼神之命是从的观念极不相同，对比
西方古代文化也大不相同，他们一直重视宗教，又很重视
自然的研究，后来便发展出系统的宗教神学体系和自然科
学知识。其开端在古希腊。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古希腊人的知识和智慧，照亚里士多德所说，乃起源于“
惊异”，即对日月星辰运行之类自然现象产生疑问，知道
自己无知，就力求寻根究底。（《形而上学·A卷》）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他们对于人的认识，除了有些自然哲学家强调从自然原因
来了解人之外，主流则是从“不朽的灵魂”来研究人的本
质。而从孔子起的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一上来
就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人事和人生本身。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精神

• 孔子把重人的思想贯彻到道德、政治、知识论、方法论中，
观点也非常鲜明：

•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 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 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
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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