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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基督教:人类危机与世界文明对话(笔谈)

�
编者按: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 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

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 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 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 增进友谊, 和睦相处。

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 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自本期始, 推出� 文明与对话�栏目,以

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目前推出的是儒耶文明间的对话, 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

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 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

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 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 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

世界性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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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对话、反对冲突是时代的最强音

许 嘉 璐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当今世界需要对话, 尤其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话, 可以懂得对方、欣赏对方、学习对

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对话的对应物是对立、是冲突,冲突的最高形式就是可怕而可恶的战争, 冲

突的原因,除了经济寡头无止境的贪欲之外,其社会基础则是普遍存在的误解和偏见。在对话和冲

突当中,人民自然选择前者。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 现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自然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人心浮躁、社会

动荡、道德沦丧等等共同的难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问题是每个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的, 这

就进一步加大了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面对人类的共同困境, 各国的人们无奈或惧怕

者有之,麻木而躲闪者有之,希望并加剧危机者也有之。但是,希望就在于警醒并遏制这种不良事态

者,虽然我们不能直接作出国际关系的政治决策, 甚至有的朋友认为, 思想界、舆论界主张对话的声

音是微弱的, 呼喊者是寂寞而痛苦的,但是,在社会、责任观念普遍淡薄之际,我们可以作出一种理

性的思考,并用实际行动进行展示,可以唤起人们沉睡已久的良知, 可以在各种文明的对话中发现

普遍, 可以制衡乃至遏制走向文明冲突的势头。我们并不孤独, 因为我们的主张符合人类发展成

长的规律,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符合不同文明先圣先知的教导。在我们身后, 有着亿万善良的

人们渴望友谊和平、安定幸福的无声的诉说和无助的眼神。

尼山是孔夫子的诞生地, 曲阜和泗水是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区。山东作为中国人口第二大省,

除了诞育了千古伟人孔夫子,在中国古代思想最为活跃、伟大哲人纷出的战国时代, 还是学术最发

达、学者最集中的地方。战国时代虽然距今两千多年, 但是那时所绽放的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至今

仍然在照耀着中国人治国的思路,活生生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这些伟大哲人的遗踪和遗迹还保



存在山东省的地上和地下。凝望着郁郁葱葱的尼山,或许可以想象出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为什么在

他的家乡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 �子罕�) , �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孟子 �

尽心上�) ,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 �雍也�)的感慨和议论以及人们所熟悉的许多伟大的教条。

或许我们可以想见他为了天下苍生站在没有减振器和滚珠轴承的木板车上, 在古代坎坷的土路上颠

簸,向各诸侯国呼吁�仁政�和治国的真谛。也可以想象,他的道得不到实行, 于是退而在曲阜进行讲

学,寄希望于学生把自己那超越当时当地涵盖古今宇宙的学说传承下去,这是非常人所能有的刚毅

和坚韧。这样的时代感、历史感,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世界是很重要的。

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为人类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至今还在影响着地球上大多数人, 有

人断言,这二者的激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必然造成人类又一次巨大的灾难。

我们当然不同意这一观点。这种理论是着眼于二者之异,没有考虑不同事物之间总有着许多共同点

和关联。二者是可以沟通的,是可以互为补充的。而且,我们不能抛弃了文明一直在流动, 自它发生

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演进、丰富、完善,以适应不同时代的事实。在这漫长的过程中, 任何文明都在

异质文明中寻找对自己适合并且有用的内容作为自己进步的营养。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

的差异,因为差异,所以多元, 所以双方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只有理解彼此之异, 才能找到彼

此之同。

不同文明间的对话, 可以论证多元的历史经验、时代特征和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产生这

样一些议题或思想: 文明多元化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文明的多样性;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成为世

界冲突的根源, 而应是世界交流与合作的动力与起点; 学术界应该倡导和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推进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坚持文明多元化、坚持不同文明间对话, 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倾听、互相

学习,是形成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内容; 坚持以对话、商谈方式处理国际事

务,维护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坚持通过文明对话消弭误解和分歧, 是为人类建设

可持续未来的必经之路, 等等。

不论何种文明, 都认同仁爱、诚信、包容、和谐等思想与精神, 例如�论语�所倡导的�和为贵�( �论

语�学而�) , �和而不同�(�论语 �子路�) , �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论

语�述而�)等名言就完美地体现了这些理念。而基督教文明,就像�圣经�里所说的, �像神爱人类那
样爱所有的人�, �要爱人如己�,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

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等等,同样是在追求至善、至美、至真, 企盼社会安宁、人生幸福、天下太平。儒

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是当今世界两个影响力巨大的文明,开展这两大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在今天具有

突出的意义和时代紧迫性,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沟通和了解,在新的基点上建立起彼此相互尊重、欣

赏而又和睦通融的新型文明关系。

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在于对终极真理、第一推动力、宇宙本体的不同态度和认识,在于

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方法的差异。

儒家 � � � 进而影响、扩展到几乎全体中国人, 对思辨抽象的本体没有兴趣, 把宇宙的来源归结为

�自然�,或曰�本然�,视宇宙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圆融的整体, 人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其中最高

贵的一员,与万物为一体。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方式则是一元的、综合的; �一�分为�二�,这个� 二�相

互依存、相互转化,然后合�二�为�一�;处事则不取两端而主�中道�。基督教 � � � 进而扩展到整个欧
罗巴、美利坚乃至世界相当广泛的地区, 基于信仰而形成的思维方式则为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

分析的。正是基于各自的哲学理念,所以儒家对于不同的观念是包容的,而基督教的教义则具有一

定的排他性。

中国的哲学理念保障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繁衍发展和相对稳定,造就了古代科技、经济、文化的

辉煌,但同时也留下了历代帝王利用儒学维护利益集团统治、对儒学进行扭曲以及后世儒学过于偏

重于把�心�作为本源而产生种种弊病的后门;基督教哲学激励了人们对平等的追求, 促进了近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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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加深了人类对物质、地球和宇宙构成的认识, 改变了世界的物质层面的面貌, 但

也不是完美的。不但在越来越多的科学领域二元论遇到了物质世界并不领情、与之相矛盾的现象,

而且二元对立的绝对性, 为后来的种族优越论、单一世界论以及视冲突为必然准备了思想和理论

基础。

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儒家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当下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的任务,这就是要对

自己所信奉的经典作 21世纪的重新阐释。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回到两千五百年前的智者那里汲取智

慧,弄明白他们的智慧。在弄明白他们的智慧、传达他们的智慧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创造,现在首先要

做的不是急于建立 21世纪的所谓新体系。

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两种哲学都是历代人们思考人生和未来的智慧结晶,思考的对象都是人

和人所生存的环境, 追求的都是人类为了幸福而应该具有的道德。这就是二者最大的共同点。我读

�圣经�, 常常感觉几乎就和读孔夫子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教导一样,感受到先知先圣所期望于人

类的、我们理当遵循的规范原则,至今温习这些教导就好像我的父兄昨天在对我进行谆谆教导。因

而,这些教导当然适用于当代。今天人心、社会和世界的混乱,归根结底就是人们忘记了、抛弃了、背

叛了先圣先哲的一再告诫。

中国有宗教吗? 中国人有信仰吗?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我看来, 信仰就是对当下现实中并不

存在、未来也无法达到的某种精神和能力的信任、仰慕和希求。中国人在世俗层面上最根本的信仰

是�天道�或曰�天理�,这是经由祖父辈、父辈传下来的古老的教导,而这教导的源头则是先圣先哲,

先圣先哲的智慧则来自于�易传�系辞上�所说的�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换句话说,中国人的信仰是由�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获得的。中国人
崇尚�德�, 德的支柱是�仁、义、礼、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四端�,后来又加上了一个�信�,形成

了�仁义礼智信�。这种信仰并不妨碍很多中国人同时相信鬼神, 信仰佛陀,信仰基督, 信仰安拉, 甚

至于一个人兼信两种或三种。在中国有不少家庭, 家庭的成员分别有不同的信仰,但是全家一直和

睦相处。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在现世中以德为上, 是因为有

人对死亡还有恐惧, 或者希望摆脱现实中的一些迷惑与羁绊,或对是否有来世存有疑虑,于是寄托于

某种超越的存在。儒家信仰和其他信仰能够并存于一身或一家, 就是因为在现世人生精神的提升中

各种信仰有许多共同之处,再加上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性。这说明, 对于中国的过去和现

在来说,那种认为一神教是高级宗教,多神教基本属于�原始宗教�,以及只有信仰唯一的、超越的、绝

对的、先验的神才是信仰的主张和标准, 并不适用。基于对这种情况的了解, 外国朋友在观照现实的

中国时,有许多现象 � � � 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 � � � 就容易了然,中国和其他各国学者讨论不

同文明的同和不同的时候,可能障碍也就少了一些。

希望主张对话、反对冲突的话语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希望人类的智慧之光能够穿透

笼罩于人类自身之上的物质与贪欲的迷雾,让人类看到湛蓝湛蓝的天空!

�善�与�善的生活�:孔子与基督

[美]谢大卫

(美国贝勒大学)

五四运动时期所排斥的儒学似乎并不等同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新儒家在二战前已被提倡,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儒学被抨击为反现代思想的过程中成型,在 21世纪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被演绎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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