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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人求真，中国人求善。
两种追求导致两种文化传统。
二者比较究竟孰优孰劣？
近百年来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
为何这一话题会有如此的理论魅力？
是学术本身的重要？
还是现实的刺激？
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本书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它紧扣着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化启蒙这一主题，既关乎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
批判，亦关联着对西方文化的评价和取舍，或者说紧连着现代中国的命运问题。
　　本书在系统研究中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全方位的结构性比较。
其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成果是：思想优先，不拘泥于纯学术的究问；紧扣现代中国文化之走向这一主题
，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发作者自己之所想，而非人云亦云；形式活泼，语言通俗易懂，可读性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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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问题深入之必要人类文化：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轴心时代与文化民族性的产生中西神话与英雄崇拜
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真善美问题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所有制
同人的自由问题民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资本主义中西启蒙思想之异同中国文化的出
路问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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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您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概括为一个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的过程，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由原
始的一元过渡到多元，转折点是文明社会的出现。
那么请问，从多元到现代的一元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答：文明的扩展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
最初，文明的亮点是散落在世界各地。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大文明区(加上玛雅文化为六大文明区)。
当然在我看来，看作三大文明区，或许更恰当些。
因为在古代世界，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同古代希腊，文化是紧密相连的，相互影响的程度比较深。
如果从大的方面看，古代世界实质上主要是三个“世界”，即地中海世界、中国和印度。
北非、西亚、欧洲(甚至包括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阿拉伯)，都可看作地中海世界。
中国古代亦有“天下”的概念。
《大学》里面有“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明确地把“国”与“天下”区别开来。
“国”是诸侯国，“天下”是统归周天子的全部版图。
而且在古人的观念中，“天下”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政治的和文化的概念。
从文化的层面说，“天下”即中国文化所能被及和化成的地方。
　　但不管怎么说，地中海世界也好，中国的“天下”也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
真正的世界及其观念是近代才有的，是哥伦布航海之后的事情。
地理大发现的真正意义是将世界几大洲真正的联为一体。
自此之后，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人类文化亦由此而由多元向着新的一元的道路发展。
　　问：从地理大发现到今日，　已经有了五百年的历史。
在这五百年里，西方文化一直主导着人类文化的航向。
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否可以说明，新的一元化的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　　答：这既可说是一个基本的
事实，也是20世纪之前学术思想界的共识。
我们知道，黑格尔考察人类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思路。
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如同天上的太阳，从东方漫游到西方，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人类不断成熟和完善的
过程。
换句话说，在黑格尔看来，东方各族的文明尽管古老，但都不是成熟的，只是到了日耳曼民族兴起之
后，才有了成熟的历史形态。
这一观点系统地表述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
马克思虽然不像黑格尔那样贬低东方，但却同样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必将扩张到世界各地，而各民
族也只有接纳西方文明才是其前途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讨论，兹不赘。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以19世纪末为界，前后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他们的文化及其向外传播的能力是充满自信的，而其他民族对此亦没有多少怀疑
。
尽管在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等地有过文化讨论，但基本趋势都是按照西方模式而从事本民族经济与政
治之建设的。
可是到了20世纪，由于西方自身的文化危机和东方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价值受到了越来
越多的怀疑和诘难。
但不管怎么说，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仍是主领世界大潮的。
我们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大体上也主要是与西方世界接轨。
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至于在一元化趋势之下，如何看待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关系，我想把此话题留待以后再谈。
因为只有在将中西两种文化作细致的比较之后，此话题才可能谈得透彻。
　　轴心时代与文化民族性的产生　　问：我们前面谈了人类早期文化由一元向多元的过渡，只是就
其大体情况而言，并未作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而我觉得，此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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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日谈中西文化比较，许多人只停留于现象的描述，而没有作深入的学理追问。
比如说，西方人的思维主要是天人二分，中国人则为天人合一。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此差异又是怎样形成的?又比如，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中国人强调
集体主义，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按照您的理解，差异之形成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期。
那么问题是，在这一过渡期，各民族文化之差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答：人类历史距今已有几百
万年。
这几百万年，一般将之分为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两大阶段。
文明社会只有万余年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人类是生活在原始时代。
这样一种时间比例是很有意义的。
一方面，它告诉我们，文明社会还是多么年轻，多么稚嫩；另一方面，此种时间比例同时也应是我们
的历史观。
许多历史的与文化的现象，只有将其放在这一时间观中予以考察，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问题，同样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西方人有一句谚语，叫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同样道理，文明社会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由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有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
这一过渡期，从西方的历史看，大致相当于从克里特文明到希罗多德时代；从印度的历史看，为哈拉
巴文明到佛教的产生；从中国的历史看，为五帝时代到周代初年。
可是，我们原来研究历史，大多将这一过渡期的意义忽视了。
说文明，几乎都是从最早的文明时期说起。
　　问：您这样看待人类早期的历史，是不是受雅斯贝尔“轴心时代”理论的影响?　　答：雅斯贝尔
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于我看待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的确很有帮助，但是，在雅斯贝尔之前，就已
经有学者十分重视这一过渡期了。
18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就把人类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其中英雄时代便是
这一过渡期。
比维科稍晚的法国哲学家孔德把人类历史分为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实证时代三个阶段。
其中的“神学时代”大抵相当于维科所说的神的时代与英雄时代。
19世纪末，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把一部人类史分为巫术时代、宗教时代和科学时代三个阶段。
所谓“巫术时代”，也就是孔德所说的“神学时代”。
这一时代的上限虽是模糊的，但下限却是明确的，即体系化的宗教的产生。
应该说，雅斯贝尔“轴心时代”之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得惠于这些思想资源的。
　　问：听了您的这番话，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对人类历史的分期，除马克思是从经济形态着眼之外，其余的思想家几乎都是从观念形态着眼的，以
人类心智发展的阶段性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
您刚才讲到的维科、孔德、弗雷泽是如此，黑格尔其实也是这样的。
他把人类历史比作东升西落的太阳，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个阶段，同
样是以人类心智的发展情况作为分期之依据的。
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便是自由精神进展的过程。
　　答：您有非常好的学术敏感，每每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
情况的确如您所言，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是十分重视观念历史的。
以往，我们都是将此类历史观统称为“唯心史观”而予以拒斥，实则是过于偏颇和偏激的，没有仔细
想想，为什么那些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多都是唯心史观者?有没有它的合理性?正因为不作这样的
思考，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才没有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期。
　　文化分三个层面，即器物、制度和观念。
我们原来教科书之错误就在于，只看到器物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发展和变革，而极大地忽视了观念文化
的重要性。
事实上，人类历史的进展，最具有实际意义的乃是观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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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细究起来是一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关系，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人是有
意志和思想的，一切历史活动均出于观念的指导。
这一基本事实就决定了观念的重要性无可置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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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是文化的动物。
　　文化本身束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人类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
　　文化分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
这三个层面又大体上对应人类所面对的三个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
人的最高价值是“自由”二字。
　　社会发展是结构性的，如果制度和观念两个层面的文化没唷相应的变化，物质文明即使发展了，
也只能是畸形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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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文化比较，学者一家之言，独立思考风范，启蒙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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