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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作者简介」萧芝父 ( 1 92 4
一

)
,

男
,

四川成都人
,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

博士生导

师
,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
。

仁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明途径的特殊性制约着哲学智慧的产生和发展的特点
,

大致有三
:

力

求
“

明天之际
” ,

特重
“
通古今之变

” ,

注意
“

穷性命之原
” 。

这些特点集中表现为哲学的人本化
。

关于

中国传统哲学的包容性与绵延性
,

贯串于传统哲学发展 的
“
四大螺旋

”

过程 中
。

中国的现代化
,

绝非

欧风美雨的
“

冲击反应
” ,

而有其根本的内在的根芽或活水源头
。

只有树立起
“
以我为主

”

的主体意

识
,

才能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及其最新成果
,

并使之在中国文化思想土壤中生根
。

故必须认真探

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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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早熟儿童
”

的哲学智慧

“

早熟的儿童
”
( 以及

“

粗野的儿童
” 、 “
正常的儿

童
”
)

,

乃马克思揭示人类童年不同类型的用语
,

可用

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途径的特殊性
,

即指中国的古

代
,

区别于希腊罗马
,

在铁器未发明
、

商业未发展
、

血

缘氏族关系未 瓦解的条件下
,

由父权家长制蜕化为

宗族奴隶制而进人了文明时代
。

文明途径的特殊性
,

制约着哲学智慧的产生和

发展的特点
:

(一 )源于宗法沉淀
,

力求
“
明天人之际

” 。

天
,

作为自然和社会压迫力量的象征
,

无论是主

宰之天
,

义理之天
,

或是 自然之天
,

始终是哲学加工

的重要对象
,

历代展开 了天与人之间相互关系问题

的一系列论争
。

在先秦
,

荀况总其成
;
在汉唐

,

刘禹锡

总其成
;
在宋 明

,

王夫之总其成
,

成为中国传统哲学

的一个重心
。

(二 )基于维新道路
,

特重
“

通古今之变
” 。

“

人惟求旧
,

器非求旧维新
” ,

氏族内部分化
,

公

仆变为主人
,

保有公社外壳而演化为国家机器
。

这样

的维新道路
,

使社会矛盾复杂化
,

历史长期处于新旧

杂陈
、

方生未死之中
,

迫使思想 家重视社会矛盾运

动
,

突出研究否泰
、

剥复
、

因革
、

变化
、

和同
、

一两等范

畴
,

形成了历史辩证法的优秀传统
。

(三 ) 立足伦理本位
,

注意
“

穷性命之原
” 。

宗法制下的宗族本位
,

普遍地重视人伦关系的

调节与和谐
; 而人伦关系复杂

,

既有互尽 义务的关

系
,

又有单向服从的关系
,

因而要求每个人尽其在

己
,

把伦理规范的实践内化为道德自觉
。

在哲学上展

开 了人性善恶
、

道德规范
、

人格理想 以及
“
心性

”

关

系
、 “

性命
”

关系
、 “

性情
”

关系
、 “

理欲
”

关系等的认真

讨论
,

涉及人的本质
、

人性的异化及异化的扬弃等问

题
。

就总的倾向说
,

儒家维护异化的现实
,

道家反抗

现实的异化
,

佛家在幻想中超越一切异化
,

但全都在

探讨
“

性命之原
” 。

以上特点
,

集中表现为哲学的人本化
、

伦理化
,

既是传统优势
,

又具严重的局限
。

二
、

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包容性与绵延性
,

各家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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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包容异己
, “

容
、

乃公
,

公
,

乃大
” ; “

攻乎异端
,

斯

害也已
” 。

物论可齐
,

并行不悖
。

先秦诸子
,

互为采获
。

秦禁私学
,

汉默百家
,

实际

上私学流行
、

百家不废
。

佛学为代表印度文化传人
,

朝野欢迎
,

译介消化
,

融人传统
。

因而
,

哲人之多
,

文献之富
,

学脉相承
,

多维互

动
,

从未中断
,

举世无双
。

关于传统哲学发展的几个螺旋
:

(一 )从远古到秦统一
,

第一个螺旋
,

乃中国哲学

的奠基时期
。

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
,

促使思想大解放
,

出现诸

子蜂起
、

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
,

现存史料考索
,

确乎不下百家
,

孕育了后世各种哲思的胚芽
。

就思维的逻辑进程言
,

从哲学的产生
,

经过春秋

时期
“
天人

” 、 “

常变
” 、 “
和同

” 、 “
一两

”

等范畴的初步

展开
,

《老子 》一书作了小结
;
老

、

孔
、

墨各派分立
,

再

经过战国百家争鸣
,

哲学认识在矛盾中反复加深
,

樱

下道家提出
“

精气说
”

与
“

静因之道
” ,

孟
、

庄分别继承

而又超越之
,

惠施合同异
,

公孙龙离坚白
,

庄周齐是

非
,

后期墨家辨知行
,

荀况在理论上作了批判总结
,

成为先秦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
。

(二 )从秦汉到唐末
,

第二个螺旋
,

乃中国哲学的

拓展时期
。

除西汉经学
、

魏晋玄学中复杂的思想矛盾之外
,

这一时期大规模地引进佛教哲学
,

大大拓展 了中国

的哲学思辨
,

完成 了第一次消化外来文化的艰巨任

务
。

就思想进程而 言
,

两汉儒道互黝
,

魏晋儒道兼

综
,

南北朝 隋唐儒
、

道
、

佛三家鼎立
,

趋向融合
,

旨在

为政治伦理异化的特权统治辩护
,

所谓
“
三纲可求于

天
” , “

名教本之自然
” , “

富贵贫贱取决于神秘因果
” ,

是为一 以贯之的正宗思想
;
与之相对立

,

则有王充
、

杨泉
、

鲍敬言
、

范填等对神权及特权的批判
,

直至柳

宗元
、

刘禹锡总其成
,

达到汉唐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

终点
。

(三 ) 宋至明清之际
,

第三个螺旋
,

乃中国哲学的

成熟阶段
。

宋初儒学复兴
,

融合佛
、

道
,

归本易
、

庸
,

由周敦

颐启其端
,

形成新 的哲学形态 (道学 )
,

分化发展 为
“

气本论
”
( 张载

、

王廷相等 )
、 “

理本论
”
(程 颐

、

朱熹

等 )
、 “
心本论 ,’ ( 陆九渊

、

王守仁等 )
,

各有建树而互相

胡龄
。

王安石立新学
,

三苏创蜀学
,

陈亮
、

叶适别倡事

功之学
,

郑樵
、

马端临更独辟文化史研究新风
,

又都

有批评道学的倾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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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明哲学
,

通过
“

理气
” 、 “
心 物

” 、 “

性命
” 、 “

理

欲
” 、 “

知行
” 、 “
一两 ,,.

· ·

…诸范畴展开矛盾运动
,

自有

其思想的逻辑进程
,

由论
“

气
”

而论
“

理
” ,

由论
“

理
”
而

论 ,’, 合
” ,

又由心学的分化而进到自我否定
,

终于在明

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中
,

由王夫之的总结性批判
,

扬弃

程
、

朱
、

陆
、

王
,

复归张载
,

而达到宋明哲学螺旋发展

的逻辑终点
。

(四 )鸦片战争至今
,

可说是第四个螺旋
,

乃中国

哲学的转变时期
。

面对着批判继承优秀遗产
、

引进消化西方文化

的繁难任务
,

近代中国的哲学矛盾运动
,

在中西
、

古

今
、

新 旧的文化论争中蓬勃展开
,

至今还未完结
。

就

中西文化的同异而论
,

似已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浮浅

认同
,

到
“
五四

”

时期的笼统辨异
,

再到民族解放战争

中的察异观同
、

求其会通而形成一系列新体系
,

标志

着中国近代哲学诸形态初步成型
; 而 《新 民主主义

论 》的文化战略思想
,

更对晚清以来的长期文化论争

从方法论上作了历史总结
。

通过系统总结
,

才能真正

树立起文化主体思想
,

从而才有可能真正提出弘扬

优秀文化传统
、

吸收外来文化精华
,

在人类文化发展

的大道上吞吐百家
,

综合创造
,

以建立中华民族新文

化的宏伟任务
。

以上略举的三个特点
,

四大螺旋
,

代代相续
,

不

会中断
,

这就必然提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

史接合点问题
。

三
、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

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

何谓
“
文化 ,’? 定义繁多

,

可以约化为两字
,

即
“

人

化
, , 。

《易
·

责卦
·

象辞 》 : “

观乎天文
,

以察时变
;
观乎

人文
,

以化成天下
” ,

均指
“

自然的人化
” 。

文化有广狭义
,

广义文化可分三层次
:

表层的器

物文化
;
中层的制度文化

;
深层的精神文化

,

乃文化

的狭义
,

专指人类实践中的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

而成的社会心理
、

价值体系
、

思维方式
、

人伦观念
、

审

美情趣等
。

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经过系统化而形成社会意

识的诸形态
,

如政治
、

法律
、

伦理
、

民俗
、

文艺
、

科学
、

宗教
、

哲学等
;
哲学是诸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晶

,

对文

化各层次都起着世界观
、

方法论的主导作用
。

文化是哲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

哲学一旦

形成就成为文化的活的灵魂
。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
,

表层 日变
,

中层易改
,

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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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具有一定的惰性
。

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哲学灵魂及

其传统
,

在文化代谢发展中
,

既有其历史稳 固性
,

往

往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
。

因而
,

面对中国文化的现代

化转换和建设任务
,

有必要认真清理中国传统哲学

及其发展的轨迹和趋势
。

中国的现代化
,

绝非欧风美雨的
“

冲击反应
” ,

而

有其根本的内在的历史根芽或活水源头
。

只有树立

起
“

以我为主
”
的文化主体意识

,

才能善于吸收西方

先进文化及其最新成果
,

并使之在中国文化思想土

壤中生根
。

故必须认真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

史接合问题
。

科学的思维必须排除来自两极的干扰
。

简言之
,

1
.

通过文化史的考察
,

可以肯定
,

从 17

世纪开始
,

中国社会已准备了走出中世纪
、

迈向近代

化的历史根据
,

涌现出中国式的启蒙思潮代表
。

2
.

这

一启蒙思潮虽经 18 世纪的历史徊流
,

仍以掩埋不了

的光芒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变法维新
、

排满革命的运

动中显示了它的活力
,

事实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内

在历史根芽和活水源头
。

3
.

从万历到五四
,

中国启蒙

道路的坎坷
,

中国近代的难产
,

使人们迫于救亡图存

的政治形势
,

忙于 日新月异的西学引进
,

未能也来不

及去清理
、

总结 自己民族的启蒙遗产
,

也未能认真探

索中国思想启蒙的特殊道路
;
长期陷入中西对立

、

体

用割裂的思维模式之 中
,

未能找到传统文化 中真能

滋生现代意识的活水源头
,

未能正确把握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
。

这是历史 留下的教训
。

反思历史
,

吸取教训
,

提高自觉
,

避免徊流
,

定能

把我们民族融合中西以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事业

推向前进
。

(责任编辑 严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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