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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从
文明论的高度思考“
家”，“家”为何在
中华文明中被格外重
视？

孙向晨：其实，
古希腊也讲“家”，
但城邦兴起后，对“
家”的文化产生了抑
制 作 用 ； 基 督 教 也
讲“家”，圣父圣子
圣母，都是以“家”
为喻体的，但神圣化
了的“家”却掩盖了
现实中真实的“家”
； 在 中 国 ， 则 以 “
家”为本位，自觉地
以家的基本特点来理
解世界。

与 其 他 文 明 相
比，中华文明既不依
靠希腊式诸神、基督
教式位格神，也不依
靠佛教的六道轮回，
而是通过“家”，这
一基本的生存环节，
作 为 文 明 发 展 的 基
础。

中华文化基于“

家 ” 发 展 出 伦 理 体
系，亲亲而仁民，仁
民 而 爱 物 ， 最 后 通
过“推恩”达到泛爱
天下，即所谓“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
，形成一种道德化世
界。此外，“家”对
中国人还有很强的精
神 性 寄 托 ， 因 而 注
重“慎终追远”，也
强调落叶归根。

中新社记者：您
认为人对“家”的思
念无处不在，“家”
是否具有世界性的广
泛哲学基础，对全人
类意义几何？

孙向晨：我在柏
林讲中国哲学时，特
别 强 调 了 “ 身 体 发
肤，受之父母”的哲
学出发点，德国学生
可以理解，甚至感同
身受，只是西方文化
并未发展出这样一种
体系化、系统化的家
文化。“家”在汉语

世界中有很深厚的土
壤与地基。近年来，
我试图在此基础上，
提炼出更加理性化、
更具普遍性的“家哲
学”，挖掘其对全人
类的哲学贡献。

就 现 代 社 会 而
言，“家哲学”应成
为医治现代性疾病的
良药。现代世界中，
人在政治、法律、经
济、社会等意义上都
是独立的个体，这当
然具有进步意义，肯
定了个体的尊严与价
值。而在传统社会，
个体很难独立生存，
需 倚 靠 更 大 的 共 同
体。在古希腊，人是
城邦的动物；在天主
教，人倚靠于教会；
在印度，人是村社的
动物；在中国，人是
家庭的动物。只有在
现代社会，个体才可
能 独 立 存 在 。 物 质
文化的极大丰富，使
人对整体的依赖度降

低。
另一方面，人的

生 存 依 然 是 社 会 性
的，在汉字中“人”
字 虽 只 有 两 笔 ， 但
表达了相互扶持；“
仁者人也”，“仁，
亲也。从人，从二”
，则表达了两人间的
亲切关系。人在理智
生 活 上 可 以 是 独 立
的，在情感上则对彼
此有着深深的依恋。
就后者而言，现代社
会给予的支撑非常不
足，所谓的存在主义
问题就出现了，人的
荒谬感、漂浮感、虚
无感都爆发出来。在
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
的强个体概念，一旦
没有上帝作为内在支
撑，亦即尼采所言“
上帝死了”之后，“
个体”就处于一种漂
浮状态。“家哲学”
由 “ 亲 亲 ” 而 “ 亲
切”，其理解世界的
方式是关系性的、扶

助性的，基本趋向是
把人从远处拉近，形
成一个温暖世界。

与希腊特别强调
理性相比，“家”更
强调情感，强调成员
间 的 相 互 关 联 。 “
家”作为一种文明论
范畴，其奠基的世界
更有家园的温暖，而
非茫然大地的荒芜。

中新社记者：如
何通过阐发“天下一
家”的理念，破除文
明冲突论？

孙向晨：人和动
物不一样，不是靠本
能 生 活 ， 而 是 生 活
在“三观”之中，具
有世界观、人生观与
价值观。西方文化传
统中有非常进步的方
面，但也存在种种弱
点乃至弊端。比如，
按照霍布斯理论，人
在自然状态下即是“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
战争”，将人与人之
间的基本关系理解和
界定为相互冲突、争
斗、排斥。像个体层
面一样，在理解国和
国之间的关系上，民
族国家也处于相互争
斗关系中。康德讲永
久和平，其前提也是
国家间相互争斗。亨
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同样复制了霍布斯的
冲突逻辑。

从个体冲突、民
族国家冲突到文明间
的冲突，其基本逻辑
一样，都源于追求自
我权力。根本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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