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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解决全球性挑战，东西问|中外对话 解决全球性挑战，
儒学如何提供思路？(上)儒学如何提供思路？(上)

近来，国际局势
复杂动荡，大国之争
加剧政治对抗，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
面临“零和博弈”的
严峻挑战。

早 在 2 0 0 0 多 年
前，中国古代先贤便
提出“和实生物，同
则不继”。著名思想
家孔子所言“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 ” ， 让 “ 和 而 不
同”的哲学思想成为
极具活力的中华文化
精髓。国与国之间，
文明与文明之间，中
国的“和”文化，既
彰 显 “ 以 天 下 为 己
任”的大儒情怀，又
带来跨越历史长河的
时代启示。

以儒家为代表的
东 方 智 慧 ， 能 为 消
弭 纷 争 提 供 何 种 方
案？“王道”和“霸
道”之辩尚存，多元
文明如何在“和而不
同”中共存共荣？世
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

家 、 国 际 知 名 汉 学
家、世界儒学文化研
究联合会会长安乐哲
近日做客中新社“东
西问·中外对话”，
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
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
顾 问 田 辰 山 展 开 对
话。

对话实录摘编如
下：

中新社记者：中
国“和”文化该如何
翻 译 和 理 解 ？ 与 西
方“一多二元”有何
本质区别？

安 乐 哲 ： 中
国 “ 和 ” 的 概 念 ，
不 能 直 译 为 英
文“harmony”，而
应 翻 译 为 “ a c h i e v e 
harmony”，体现一
种过程感。中国文化
的“和”是一个整体
概念，包括理性、美
学等。要理解“和”
文化，必须要站在中
国的“一多不分”的
文 化 语 义 环 境 。 所

谓“一”与“多”，
是不能分隔的相互关
系，即单子个体的特
殊性，与它所在多样
性的环境，形成共生
共存的状态；这是一
种在紧张关系的状态
中，也能产生和谐的
自然动态。而西方文
化，是一种“一多二
元”的价值观和叙事
体系。“一多二元”
意味一切事物都是二
元对立的，都是单子
个体，状态是各自独
立、有矛盾冲突。

“和”可理解为
一 种 优 化 共 生 体 系
(optimizing symbiosis)
。 中 国 人 爱 用 “ 家
庭”做文化比喻，因
为家庭是优化共生体
系的一种方法。为了
家庭，你可以做任何
事，家庭也能成就每
个人，家人一定要彼
此扶持。可以说，中
国的文化将家庭放到
了 最 高 价 值 层 面 ，
这 一 点 是 外 国 人 了

解中国文化的关键。
所以，中国文化不是
追求统治世界，而强
调与其他国家和平共
存。

田辰山：“和而
不同”不是简单的多
元性。以乐曲举例，
音符是不同的，但不
同音符只有在合奏中
才彰显独特性，也正
因音素的特色，才产
生真正的“和”。“
和而不同”不是各唱
各调，而是“和”在
一支美好的乐曲中。
通俗而言，“和”不
是简单的“你是你，
我 是 我 ， 咱 们 在 一
起”，而是无论你多
么 与 众 不 同 ， 都 能
在“一多不分”的“
生 生 ” 的 意 义 上 获
得“和”。

“和”文化是知
不 同 以 求 和 ， 是 一
种“求和”的君子文
化，而不是求“同”
的小人文化。君子“
和而不同”，是君子

不在乎“同”与“不
同”。“和”意味着
关系和事物的内在联
系，与西方“一多二
元”文化形成鲜明对
比。

中新社记者：当
下，世界范围内冲突
持续，东西方对战争
也有不同理解。例如
《孙子兵法》提出“
慎战”的思想，而《
战 争 论 》 等 西 方 著
作，更强调如何摧毁
敌军。中国与西方，
对待战争与和平有何
差别？

安乐哲：西方的
战争观将胜利作为唯
一目标，打仗是追求
名誉和荣光。而中国
讲究“文武”，战争
目 标 不 是 胜 利 ， 而
是 “ 义 ” ， 是 仁 义
的“义”；“义”也
是优化共生体系的一
个目标。“义”既指
道德，也指意义。如
果要追求最有意义、
最道德的生活，应该
完全依靠“文”，但
当不得已的情况发生
时 ， 又 必 须 得 用 “
武”，这是中国文化
对“打仗”的一种态
度 。 就 像 《 孙 子 兵
法 》 中 所 表 达 的 精
神，“用兵”是决定
生死命运时不得已而
为之的事情，但凡有
一丝可能不打仗，就
不要出兵。

田辰山：西方对
战争的概念，基于“
有限游戏”“零和游
戏”，强调“赢了后

【东西问·中外对话 】地缘动荡
持续，“和”文化对当今世界有

何启示？

【东西问·中外对话】中外哲学
家：儒学属于世界，当今世界也

需要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