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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中英：回答“梁漱溟之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上）

1918年底，学者梁
济 问 子 梁 漱 溟 ： “ 这
个 世 界 会 好 吗 ？ ” 梁
漱 溟 回 答 ： “ 我 相 信
世 界 是 一 天 一 天 往 好
里 去 的 。 ” 三 天 后 梁
济 投 湖 自 尽 ， 其 后 整
个20世纪，中国与世界
几 乎 都 在 动 荡 巨 变 中
度过。

百 余 年 后 的 今
天 ， 世 纪 疫 情 叠 加 百
年 变 局 ， 乌 克 兰 危 机
更 将 亚 欧 大 陆 拖 入 动
荡 边 缘 。 “ 这 个 世 界
会 好 吗 ？ ” 再 次 成 为
时代之问。

“ 在 中 华 文 明 的
现 代 进 步 与 道 德 影 响
力 下 ， 这 个 世 界 可 以
变 得 越 来 越 好 。 ” 年
近 九 秩 的 国 际 著 名 哲
学 家 、 “ 第 三 代 新 儒
家 ” 代 表 人 物 、 夏 威
夷 大 学 哲 学 系 终 身 教
授 成 中 英 先 生 日 前 接
受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 ”
独 家 专 访 时 指 出 ， 中
国 既 有 儒 家 的 “ 仁
心 ” ， 又 有 道 家 的 “
道 心 ” 以 及 法 家 的 “
信 心 ” ， 能 够 对 世 界
繁 荣 发 展 产 生 可 观 的
影 响 力 和 转 化 力 。 这
样 的 世 界 显 然 会 更 好
的。

现 将 访 谈 实 录 摘

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您
怎 么 看 百 余 年 前 的 “
梁 漱 溟 之 问 ” ？ 在 国
际 局 势 复 杂 多 变 的 今
天 ， 您 认 为 这 个 世 界
会好吗？为什么？

成 中 英 ： 梁 漱
溟 在 五 四 时 期 接 触 到
西 方 文 化 。 在 《 东 西
文 化 及 其 哲 学 》 一 书
中 ， 他 认 为 人 的 生 活
态 度 有 三 种 ， 构 成 三
种 人 类 文 化 ， 即 西 洋
文 化 、 中 国 文 化 与 印
度 文 化 。 第 一 种 生 活
态 度 是 把 人 生 的 意 欲
投 向 未 来 ， 尽 量 求 其
满 足 ， 因 此 建 立 了 科
学 与 民 主 。 两 者 可 以
通 向 未 来 的 开 放 社
会 ， 这 就 是 西 方 文 化
的 意 欲 。 中 国 文 化 则
致 力 于 调 整 自 我 的 意
欲 ， 改 变 自 我 以 适 应
环 境 ， 以 达 到 平 和
的 生 活 目 标 ， 安 于 现
状 ， 不 思 改 变 。 印 度
文 化 是 人 类 “ 最 后 的
出 路 ” ， 目 的 是 根 本
消 除 人 的 意 欲 。 因 此
不 必 设 计 未 来 ， 也 无
需 刻 意 适 应 环 境 ，
而 是 取 消 自 己 的 意
欲 ， 回 归 到 一 个 根 本
的 寂 静 生 活 ， 以 至 永
远 。 基 于 这 一 理 论 ，
梁 漱 溟 对 父 亲 梁 济 的

回 答 ， 显 然 是 ： 中 国
人 不 能 走 印 度 的 路 ，
但 却 需 要 向 西 方 学
习 ， 面 对 未 来 生 活 。
他 说 “ 世 界 会 逐 渐 变
好 ” ， 是 有 理 论 基 础
的。

但 这 个 回 答 对
梁 济 来 说 ， 只 是 一 种
绝 望 。 他 看 到 西 方 的
强 势 文 化 ， 而 中 国 还
不 知 道 何 时 才 能 恢 复
旧 观 ， 当 时 的 生 活 只
是 苟 且 偷 生 ， 不 具 任
何 意 义 。 他 所 看 到 的
只 是 既 要 放 弃 未 来 ，
又 必 须 放 弃 现 在 ， 还
不 如 立 刻 选 择 走 “ 印
度 之 路 ” ， 以 消 除 自
己 一 些 可 能 的 盼 望 。
因 此 听 完 梁 漱 溟 的 意
见 之 后 ， 梁 济 决 定 自
杀 。 这 显 示 他 已 经 深
思 这 个 问 题 ， 而 且 同
意 其 子 的 看 法 ， 只 是
他 已 没 有 任 何 兴 趣
来 等 待 那 个 未 来 的 日
子。

梁 漱 溟 和 他 父
亲 不 一 样 ， 认 识 到 中
国 文 化 本 身 的 价 值 ，
既 可 以 发 挥 西 洋 的 未
来 精 神 ， 也 可 以 保 有
深 度 内 在 超 越 的 心
境 ， 可 以 继 续 奋 斗 。
再 者 ， 梁 漱 溟 对 儒 学
的 认 识 也 很 深 刻 。 他
看 到 儒 学 以 及 中 国 文
化 的 韧 力 与 潜 力 ， 因
此 深 信 未 来 是 可 能 变
好 的 ， 只 要 有 一 番 努
力，就有一番收获。

这 个 世 界 会 变
好 吗 ？ 我 认 为 ， 本 质
上 可 以 变 好 。 因 为 世
界 本 身 的 存 在 和 人 类
的 存 在 是 一 体 的 ， 人
和 人 之 间 的 彼 此 关 联
也 是 自 然 和 真 实 的 ，

问 题 来 自 于 人 自 身 的
缺 陷 。 由 于 不 能 知 己
也 不 能 知 彼 ， 更 由 于
不 理 性 的 “ 恐 他 ” 心
理 ， 以 及 历 史 上 一 些
错 误 认 知 所 形 成 的 习
惯 ， 人 们 制 造 了 自 身
的 问 题 。 这 个 世 界 因
此 不 可 能 自 动 变 好 ，
而 在 于 人 和 人 之 间 的
共同努力。

我 们 也 不 能 把
变 坏 的 责 任 完 全 归 之
于 一 个 方 向 。 的 确 ，
西 方 人 喜 欢 战 争 ， 自
私 逞 强 ， 这 是 历 史 事
实 。 就 中 国 人 而 言 ，
我 们 该 要 有 一 种 能
力 ， 来 消 解 西 方 人 的
逞 强 态 度 和 自 私 心
理 。 一 旦 这 种 理 解 建
立 起 来 ， 世 界 就 会 变
好 。 一 旦 这 种 理 解 消
除 ， 西 方 也 可 能 变 色
不 认 人 ， 不 但 破 坏
环 境 ， 也 将 以 对 方
为 敌 ， 戕 贼 生 命 。 因
此 ， 即 使 是 较 好 的 发
展 ， 也 要 注 意 其 可 持
续 性 ， 从 一 个 长 远 的
眼光来防止突变。

当 然 就 当 前 情 况
来看，21世纪从开始到
现在20多年并不太平。
首 先 这 是 中 国 复 兴 的
时 代 ， 也 是 西 方 对 中
国 不 满 的 时 代 。 中 国

的 成 功 激 化 了 西 方 人
的 怀 疑 和 敌 意 ， 造 成
对 中 国 统 一 的 威 胁 。
其 实 中 国 统 一 对 他 们
并 不 一 定 带 来 害 处 ，
反 而 有 很 多 可 以 想 象
的 好 处 。 可 是 由 于 西
方 人 本 身 的 不 自 信 ，
产 生 了 对 中 国 的 负 面
态 度 。 这 是 西 方 人 的
不 幸 ， 也 是 世 界 的 不
幸 ， 当 然 也 是 中 国 人
的 不 幸 。 因 为 这 种 态
度 也 影 响 到 中 国 人 的
生 存 、 和 平 与 发 展 ，
同 时 也 一 定 程 度 上 剥
夺 了 中 国 对 世 界 作 出
贡 献 的 机 会 。 只 有 中
国 不 断 强 盛 ， 民 众 文
化 心 理 不 断 变 强 ， 才
能 安 顿 西 方 人 的 焦 虑
和 疑 心 ， 进 而 共 同 实
现 对 世 界 的 积 极 建
设 ， 对 宇 宙 空 间 的 积
极 探 求 ， 为 人 类 长 久
的幸福作出贡献。

作 为 一 个 站 在 时
代 前 沿 的 古 老 国 家 ，
中 国 能 够 自 给 自 足 ，
更 有 余 力 维 护 弱 小 的
民 族 。 中 国 既 有 儒 家
的 “ 仁 心 ” ， 又 有 道
家 的 “ 道 心 ” 以 及 法
家 的 “ 信 心 ” ， 能 够
对 世 界 繁 荣 发 展 产 生
可 观 的 影 响 力 和 转 化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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