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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晨：现代世界
如何走向“天下一家”？(上)

中新社北京1月6
日电 题：现代世界如
何走向“天下一家”
？

— — 专 访 复 旦 大
学哲学学院院长、通
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
晨

中新社记者 文龙
杰

“家”在中华文
明中具有重要地位，
包涵着独特的思想资
源，甚至成为一种理
解世界的范式。

近年来，“家”
重 新 被 知 识 界 关
注，“家哲学”被评

为2021年度“中国人
文学术十大热点”之
一。在文化厚厚的包
裹 中 ， “ 家 ” 的 深
处 究 竟 与 西 方 哲 学
中 的 “ 家 ” 有 何 不
同？“家”能否在普
遍化、去语境化的论
述中成为普遍的哲学
论题？中新社“东西
问”日前就此独家专
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院长、通识教育中心
主任孙向晨教授。

现将访谈实录摘
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

近年来致力于对家进
行哲学挖掘，能否介
绍一下，何为哲学意
义上的家？

孙向晨：“家”
是人们特别踊跃讨论
的话题，也是非常复
杂的论题，特别是五
四运动以来，“反家
非 孝 ” 成 为 社 会 主
流，比较典型的是巴
金的《家》《春》《
秋》、鲁迅《狂人日
记》中提到的“礼教
吃人”等。除了这些
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文
学作品，陈独秀、胡
适、傅斯年、顾颉刚
等也在思想上对中国
人的家文化进行了批
判。家，在我们的语
境 中 承 载 了 太 多 个
人、民族与历史的沉
重记忆。

必须认识到，“
家”在中国或者汉语
思想传统中，有着不
同层次的意义，如不
清晰区分开来，容易
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
倒掉。因此，需正本
清源，一要区分家在
中国文化中的深厚传
统与家的哲学意味；
二要区分家之于中国
文化传统的根基性地
位与“家”对于人类
而言的生存论地位。

任何一个文明都
关 注 “ 不 朽 ” 的 问
题。古文明埃及会借
助木乃伊来直观表达
生命的不朽，基督教
借助上帝，佛教则借
助灵魂的轮回。中国

人尤其是儒家对“不
朽”的理解，主要是
通过“生生不息”来
实现。

“生生不息”可
看作中国文化中的一
个基本信仰。比如，
在故事“愚公移山”
中 ， 愚 公 与 智 叟 最
根本的区别在于愚公
的时间世界如天地般
广袤长远，“子子孙
孙无穷匮也”，而智
叟的时间世界只局限
在这一生一世。基于
对“世代”的关注与
信心，中国人会对生
命之间的延续给予特
别关注，对于世代之
间的情感最为看重，
古代称之为“亲亲”
，《中庸》中说“仁
者 ， 人 也 ， 亲 亲 为
大”。

西方哲学传统中
对情爱(Eros)、友爱
( P h i l i a ) 以 及 基 督 教
里 神 对 于 人 的 圣 爱
(Agape)都有许多论
述，唯独对于亲亲之
爱、父母与子女之间
的亲情讲得很少。而
中国人在亲亲之爱中
还发展出一种中国的
根基性的德性“孝”
。“孝”字上面是“
老”，下面是“子”
，意味着不同世代之
间的结合，通过“父
慈 子 孝 ” 并 由 此 发
展“家”的哲学。

西方的爱从爱情
开 始 ， 中 国 人 更 注
重 “ 爱 由 亲 始 ” 。
前者注重个体，因此

海德格尔讲人是“向
死的存在”；中国人
则揭示出面对未来世
代的存在向度，重视
生命之间的延续性，
如民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之说。比
如，“教”与“学”
两个汉字都与“子”
有关，也都与世代传
承 相 关 ， 因 此 把 “
师”与“父”联系在
一起，将老师与“天
地君亲”放在同一序
列 中 敬 拜 。 通 过 挖
掘 “ 家 ” 的 哲 学 意
义，有助于在世代延
续性中理解生命。

中新社记者：“
家”在汉语思想传统
中处于何种地位？

孙向晨：“家”
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
态，在汉语思想传统
中 处 于 一 种 枢 纽 地
位。

纵向上，向上“
慎终追远”，向下“
生生不已”，“家”
成为联通上下世代的
枢纽。横向上，中国
人讲“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看上去“
修身”是修齐治平的
基础，其实修的是对
父母的孝顺、对子女
的 慈 爱 、 夫 妻 的 义
顺，“修身”并非纯
粹个体性修炼，而是
在家庭关系性中的一
种修炼。所以“家”
才 是 修 齐 治 平 的 核
心，国家是大的家，
天 下 则 是 “ 四 海 一
家”。

观众参观徐悲鸿的作品《愚公移
山图》。泱波 摄

湖北孝感第一人民医院“战疫”
夫妻祝茂松、秦维芳的“全家

福”。晏美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