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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和谐》

前言

　　上海王元化先生近年主持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学者论述的精华文录编纂工作，贡献极大，且极具
时代意义。他决定编选我的文录，并商请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邵东方博士和上海大学钱钢博士（后因病
改由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博士）着手编辑。邵东方博士对我的思想自早既有认识，又处事严谨，而钱
钢、钱文忠博士非常负责任。1998年12月邵博士乘来檀香山之便，特别花了近两天的时间与我商定选
稿的条例，并在他已掌握到的文献之外收集我的近稿与新稿。我想，自南开大学的李翔海教授撰写讨
论我的哲学体系的专著《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于1998年初出版以来，邵博士是收集我的已发表的
中文文章最为完整的学者了。这里牵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英文已发表的文章或已出版的著作又
如何呢，对此问题我只好无奈的说：暂时的付诸阙如了。无疑的，在这些中文已发表的文章里（其中
也有少量的自我英文论著中翻译出来者），我的思想的面貌和精神也应该有了相当完整的呈现。但问
及我自己如何给这个面貌与精神一个框架和主题，却是一个不得不令我深思的课题。　　哲学思想是
从生活与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但它却又能影响生活与文化。同理，历史赋予了哲学一些时代的特性，
但哲学也赋予了历史一些价值的含义。因而时间的过程与理论的线索对理解一个哲学思想家是同等的
重要。要表达两者更是要诉之于实际的文字。就此言之，一个哲学思考者的文字著述同时显示了他的
哲学思想的历史性与理论性。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哲学思考者，显然，我的思想也不例外。但什么是
我的思想的面貌与精神的特色呢?这个问题在我严肃考虑之后觉得还是最好留给后来的人来论断。但我
回顾和检讨自己思想的发展方向和它所必须要承受的历史命运，我愿意说我是在一个极不和谐的时代
里极力想创造出一些和谐，也想在诸多价值的概念中深入到和谐的核心来掌握创造的真理，以使创造
和谐成为可能。对我而言，和谐是形上学，真理是诠释学，正义是道德学，而美感则是包含和谐、真
理及正义的价值学。这可说是我自60年代以来所寝寤以求、无日不思的中心关怀主题。　　20世纪80
年代以后，我运用了“本体诠释学”一词以表达我认为具有时代性的中心课题：如何结合知识与价值
，如何融合东方与西方，如何在天与人、知与行、古与今、内与外、人与己之间取得和谐与创造和谐
。天地之间的不平与人与人之间的不义或许是天地创造万物过程中的大数与边际效应，但人之作为自
觉的存在，其自觉的意义却不能不说是在人可以凭借其智慧来弥补天地之缺失；然而，为此天地要付
出的代价却又必须是人的用知与用智以行恶与逐恶的能力与自由。因之如何完善人的心以为天地之心
，就成为本体诠释学中所蕴涵的一个道德的命题了。诠释必须预设了知识与价值的前提，而本体却必
需是同时呈显于主体之外又包含于主题之中的世界及宇宙。诠释因之同时是理智性的与意志性的创造
活动。它包含了知识和对知识的认识，也包含了价值与对价值的评价。它同时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问题
，但也针对一个时代指陈了问题的所在和未来的走向。一个人的恶莫大于自觉的为恶，也莫大于自觉
的制造持续的矛盾与不和，一个人的善也莫大于自觉的克服自觉为恶的动机与性向而努力于创造持续
的与较多的和谐。在这个意义上，原始的儒家对我有一个内在的含义：孔子说“克已复礼为仁”，对
我来说，克已是字节的去恶，复礼则是自觉的为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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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有的*号无法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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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用说，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具有人类的一般特征，正因为如此，不论他具有何种种姓特征，都应
该得到平等对待。圣贤者从其自发的觉悟中，另一些人从超验的精神源泉如上帝和天堂中，领悟到的
人性的理性、高尚道德和尊严，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可以说所有人在道德本质、道德价值和道德尊严
上都是平等的；因此，人不应该是为达到其他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不论从遗传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
度，公正就是为平等而平等，它要求所有的人都得到平等的尊重，不论他们在天性或社会地位上有什
么差别，更不论他们在肤色、种族、信仰和性别上有什么差别。然而，社会公正的原则又的确允许以
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平等或者差别，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平等的人和事，这才是真正的公道或平等。不过
，这里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即哪些差别重要，哪些差别不重要。　　⋯⋯　　　　　　书摘1　　一
　五　　阴阳思想的辩证性　　中国哲学中的范畴比五行更为根本的是阴阳思想。阴阳思想如同其他
中国哲学中的范畴一样，乃起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体会、综合及概括。即使在甲骨文中阴阳并未
成为哲学具体的范畴概念，阴阳现象的经验似乎在周初或更早就有说明解释现象的能力了。易之卦辞
虽未特别提及阴阳的分别，但乾坤（天地）、坎离（水火）的分别却加深了阴阳两气的认识。《易经
》固然不谈阴阳，但易之变化无一不是就阴阳的变化立言。故透过《易经》吾人可以了解中国哲学中
范畴的灵活性及实用性。更进一步言，透过《易经》吾人可以了解中国哲学范畴的辩证性。中国哲学
特征之一乃是其辩证性。而此辩证性透过《易经》则町有明确的把握，所谓辩证性乃系对变化的原则
及可能性的了解。西方哲学中所谓辩证法乃是了解变化的逻辑。西方辩证法自柏拉图经中世纪哲学发
展到黑格尔及马克思，已具有一完整的形式规模及体系。中国辩证法则并未形成独立于实体哲学之逻
辑系统，但其丰富的内涵则不可否认。　　中国辩证法与中国形上学息息相连，亦即经形上学的对变
化的了解而呈现，此即《易经》的哲学。吾人可视《易经》为形上学化的辩证法或一辩证法化的形上
学，就其实质看为论变化之道、变化之理。就其结构看则为论理之变化与道之变化。故吾人不应小视
《易经》的重要性。由于中国辩证法透过形上学来显示，故其辩证法亦有其特征，而不尽与西方之辩
证法同一模式。换言之，两者有同有异而不尽同。由于中国哲学各大系统在不同阶段均受《易经》观
念的影响，故中国哲学一般均具有辩证性。如何发掘及认识此一辩证性，是为重新估价中国哲学之一
大课题。中国哲学之范畴，尤其是形上学的本体范畴，更与《易经》之形上学密切相连，故吾人讨论
中国哲学范畴更必须就易的辩证形上学作一了解。有关形上学与辩证法如何在中国哲学中不可分开的
问题，也必须进一步对中国哲学知行一致、体用不分的机体思想方式了解。中国哲学肯定了知行、体
用、形式与内容的有机关系，故恒常自此一有机关系之观点上来讨论问题，此亦为中国哲学肯定一根
本统合的本体思想有关。　　《周易古经》中并无“阴”“阳”之辞。《否卦》（三*）与《泰卦》
（三*）彖传始言阴阳，并把阴阳对比。《否卦》彖传日：“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
君子”。显示阴阳的观念可以用来表明其他相对的事物及其关系。阴阳见之于内外、柔刚、小人、君
子，而内外、柔刚及小人、君子之对比，乃赋予了阴阳以更多的意义。逮至象传有“潜龙勿用，阳在
下也”之语，用阳来形容《乾》初九之爻。《文言》解释为“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也是把初九视
为阳之气。《系辞》乃有“一阴一阳之谓道”，则阴阳已明显的被认为道的变化法则。故阴阳已具有
形上学的原则含义。吾人研究阴阳观点的发生，当可注意到阴阳原为自然现象，日光所照处为阳，日
光所无处为阴。而阴阳又因时因地而异，乃有山北水南为阳，水南山北为阴之说。显示了阴阳两现象
具备了相对性及互移性。故用阴阳来形容变化是十分恰当的。事实上，宇宙万象的变化乃见诸于阴阳
之相对与互移，此阴则彼阳，此阳则彼阴。而此又不仅限于空间处所的对比，且表现了时间的转移，
昼为阳，夜为阴。昼夜递承，日月对比，就形成自然变化之道，也具体的呈现了阴阳的自然现象学的
本义。　　这个阴阳的本义可析为三：（一）阴阳对待，（二）阴阳相互影响产生变化，（三）阴阳
合而为一自然的道，为一整体。从阴阳现象的经验中抽提出阴阳的意象与意义，而与更多更广之经验
结合，遂进一步产生了阴阳学说的根本形上学命题。凡存在的事物均分阴阳，且具有阴阳对待、变化
、统一的关系。这个广泛的阴阳观所形成的原理乃在万物万象，也在事实经验上显现了阴阳对待、变
化及统一的关系，故加强了阴阳对待、变化及统一原理之解释力及说服力。即就实际经验言之，万物
万象均有生成毁亡等变化现象，也具有无、虚实、前后、内外、上下、大小、左右等结构、质量的关
系或具备刚柔、动静、幽明、强弱等性质与状态。无论这些结构关系、变化现象与性质状态是主观或
客观，其为主客相交时的实际经验却无可讳言。故吾人实际的经验也丰富了及加强了对阴阳自然对待
，变化与统一关系的认识，而使阴阳学说成为中国哲学中最早出现也最为根本的学说，同时也使“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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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一词成为中国哲学中最根本的形上学范畴。　　作为根本范畴，阴阳乃广泛的应用于自然现象、
人生过程、人生处境、社会、身体、具体事物、历史等事象，也因之显示了这些事物对待、变化、统
一之道。故以阴阳观念为中国哲学中最基本、最普遍之形上学与现象学范畴绝非过分之词。依此了解
《周易古经》运用符号“三三”（《乾卦》）与“**”（《坤卦》）来表示两种存在及自然事物的状
态之时，即也把阴阳作为基本的形上学范畴。乾坤、天地、日月、男女也不过是阴阳观念范例的具体
实现而已。六十四卦是《乾》、《坤》卦的变体，也即阴阳之变体，故整个《易经》的符号系统可视
为阴阳之对待，变化、统一符号系统。《易传》（十翼）明白标示阴阳之为道也是极其自然之事。　
　阴阳之对待、变化与统一的本义均在《易传》中得到重要的发挥。故《易传》也可以看做阴阳形上
学的发挥，亦即中国辩证法的发挥。吾人自然不应只就《易传》以了解对待、变化与统一，而应深入
六十四卦之符号学以探索中国辩证学的丰富内涵。《易经》之重要性于此可知。　　《易传》发挥阴
阳之三大本义见于下列诸引文：　　（一）有关对待之义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动静有常
，刚柔断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设位而易形乎其中矣”
（以上《系辞》）。“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乾为马，坤为牛”；“乾
为首，坤为腹”；“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为母”（以上《说卦》）。　　（二）有关变
化之义的：“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阴阳不测之谓神”；“乾知大始，坤作成
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是故刚柔相
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刚柔相推而产生变化”；“变
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一阴一阳之渭道”；“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
唯变所适”（以上《系辞》）。　　（三）有关统一之义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乾坤
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合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以上《系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以上《彖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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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结合知识与价值，如何融合东方与西方，如何在天与人、知与行、古与今、内与外、人与己
之间取得和谐与创造和谐呢？是一个值得长久深思的难题。本书将给你提供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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