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哲学人类学冶是杜维明用来解释儒家仁学的一
个理论工具遥在他看来袁由天所赐的本性固有之善往
往处于潜在的状态之中袁 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
修养袁才能使其作为一种经验的实在而得到实现曰而
人性自我的实现是内在主体的动态深化过程和外在
人际关系拓展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遥因此袁人际关系
的拓展就成了人自我创造与再创造的外在条件遥 本
文就野人际关系中自我的创造性转换冶何以可能的问
题作一番探析袁以期全面把握他的仁学思想遥

一尧野人际关系中创造性转换的
人性自我实现冶

在杜维明看来袁 儒家哲学人类学的核心概念
野仁冶院野象征着人性在最普遍的和最完善状态中的整
体表现遥冶从野仁冶字的形义看袁它由两个部分构成袁一
部分是人形的简单表意符号袁意味着自我曰另一部分
是平行的两横袁表示人的关系遥 [1]271也就是说袁儒学的
野自我冶袁即我们原初的本性袁可以做两种互相关联的
界定院淤作为人际关系之中心的自我曰于作为精神发
展之动态过程的自我袁 即一个现实的自我向真我的
转进过程遥 尽管自我修养在儒家的学习中占中心地
位袁 但与此同时儒学又是一种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
社会伦理学袁对完善的人性要要要仁的追求野从来就不
是一种孤立的奋斗袁不是去追求孤立于耶外在世界爷
或公共领域的内在真理或纯粹精神遥噎噎仁的任务袁
远远不仅是从内部去主观主义地寻求人自身的个体
性袁它像依赖个人的自省察那样袁也依赖于富有意义
的群体探求遥冶[1]276也就是说袁自我的发展离不开同它
们结成一定关系并且只能在这些关系中进行袁 自我

转换就表现为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断向外拓展的过
程遥如曾子每日野三省吾身冶袁这种通过不断探察人的
内在自我而增进人的道德自我发展的努力袁 噎噎它
是自我修养的一种形式袁 同时也是协调人际关系的
群体行为遥 冶[1]254

首先袁从本体论上看袁人性授之于天袁因此袁人作
为动态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袁 它无差别的分享了那
构成万物基础的共同实有遥 这决定了人性不是也不
能孤立地封闭的存在袁 而是人类共同体的每一个成
员都可达到的一种可分享的共同性袁 也决定了人性
自我是动态发展的袁 这种动态自我的发展过程向外
扩展为一系列的同心圆袁最终契合于天遥 其次袁不论
是在儒家思想的形成还是发展时期都把社会放在十
分重要的地位袁 将自我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视为学
做人的途径之一遥作为一个人袁尽管通过自我修养能
非常愉快地认识到自己袁接触到真正的人性尧人格袁
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曰 但自我修养决不是一种维护私
我的孤立奋斗袁 而是通过与他人不断的交往而成为
全面的人遥在身心的修炼过程中袁人是作为活生生的
群体要要要家庭尧乡里尧国家和世界要要要的积极参与者
而出现的曰 通过符号交换接受他自己的文化符号资
源袁关心他自己的社会价值曰通过确认共同体验的真
理的相互关系而成为有意义的存在袁 以此逐渐建立
起人性实现的过程遥 六艺就是我们通过培育我们内
在的野萌芽冶和野幼苗冶而主动地进行自己的社会化的
实践袁有意识的使我们的身和心受到文明的洗礼遥人
学诗以便把握言 渊语言冤 作为文明上的必然交流手
段曰人学礼以便把自己的团体所特有的野生活方式冶
内在化等等遥杜维明认为袁儒家的独特自我之所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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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人参与袁 和他人不可避免的共生袁 其原因就在
于袁儒家的自我是一个精神发展的动态过程遥 [1]300这
种过程使自我必然呈现出不断开放的形态遥 作为一
个开放系统袁 不断扩展且总是充分为世界接受的自
我修养袁 可被确切地理解为体现日益膨胀的人际关
系圈的自我的扩展遥野我们能以图解形式将自我扩展
设想为一系列不断扩展的同心圆袁 它象征着心的深
不可测的可以包容天地万物的感受性遥因此袁扩展自
我就意味着对最终耶体爷宇宙万物之心的能力加以纯
化尧察照袁并使之臻于完善遥由此可见袁自我并不是一
个静止的结构袁不是一个人思想和情感的封闭世界曰
而是一种动态过程和诸种关系的中心袁 它需要伸出
手去接触其他的自我袁 通过不断扩展的人际关系网
络与他人沟通遥 冶[1]321

然而由于人不可能做到像关心最亲近的家人那
样去关心陌生人袁要恰当的表达人的感受性袁就需要
有差等的表现形式遥 [1]327所以人性自我不断向外拓展
的社会化过程袁就形成了以主体自我为中心袁由近及
远由亲及疏袁以家庭尧社群尧国家尧宇宙自然等为诸层
次内容的开放同心圆遥 而自我在各层次中面对不同
的社会二分模式的伦理关系表现出情感和态度上的
差异袁 但在每一层次的二分模式中却又是交互对等
的遥 杜维明以野五伦冶渊野父子有亲袁君臣有义袁夫妇有
别袁长幼有序袁朋友有信遥冶叶孟子窑滕文公上曳冤为例来
论证以自我为中心的诸同心圆袁 认为每一对关系都
有其独特性袁即不能还原或归属于任何其他模式遥在
家庭的二分模式关系形成的同心圆层次中袁 亲子关
系乃是一种即定的血缘关系袁其指导原则是野亲冶袁夫
妻关系是以相互理解与欣赏的价值为基础袁 其互对
性特征或主导德行是野敬冶袁兄弟之间要以野恕冶渊体谅
与宽恕冤的原则互助继续其道德学习过程遥而在社群
的二分关系模式中野师道冶尧野友道冶之间的友谊互对
性决定了野信冶的含义袁他们也是为了群体的自我转
化而存在的遥把父子关系与朋友关系结合起来袁即是
国家这一层次的二分模式关系中的指导原则要要要
野义冶要要要君臣之间的大德遥 但野这五种关系的实质并
不是依附性的袁 而是交互对等性的冶袁野而互对性总是
一种双向交流的关系遥 冶[1]329也即所谓野报冶袁子孝通过
父慈得到回报袁臣忠通过君明得到回报等等遥 主体自
我在诸种同心圆中是通过野仪礼化冶的形式袁以孝尧悌尧
友尧师尧忠的精神进行自我修养的动态过程遥而这些二
分模式关系野归根结蒂都是一种对共同事业的相互信
赖的承诺为基础的一种耶合约爷冶袁[1]317野都是使自己顺
从尧忠诚以及献身于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念遥 冶[1]329即儒
家对于一种自发的尧自主的尧充分自觉的自我转化可
能性的终极观念信仰遥 自我经历了与一系列不断扩

展的社会群体相融合的具体道路袁 在社会群体中通
过影响自我的他人袁人能够深化和拓展自我袁这就是
儒家的自我不仅作为各种关系的中心袁 而且也作为
精神的能动发展过程的意义所在遥 而自我扩展的这
些领域象征着人的宗教伦理发展的真正可能性遥 这
种作为一种终极的自我转化所具有的宗教情怀或宗
教性必然导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遥因此袁人是内在
于不断扩展的人际关系中袁 通过精神境界的提升实
现自我超越遥 自我扩展的最终价值取向就在于对天
授人性的复归袁野最终达到与普遍性的天的一致袁即
耶天人合一爷 的境界冶遥 人的存在是包容天地万物的
野存有之链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袁而人的心中有
一种固有的能力袁 在其良心和意识中去 野体天下万
物冶遥通过这种体悟或体现袁实现自己的野觉冶渊即感受
性冤袁彰现真正的人性袁以野参天地之化育冶袁这是以
野存有的连续性冶这一本体论假设为形上基础的遥 这
样袁 杜维明就把自我的形上依据与形下落实统一起
来了遥
既然儒家人性本真自我的实现和完善过程是纵

向的内在主体性的动态深化过程和横向的外在关系
的层层拓展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袁那么袁处在人际关
系中的自我是否会有沉溺于社会角色的固定模式中
的危险呢钥杜维明认为从深层的意义上讲袁儒家思想
中自我的意义袁 不可能被使自己情景化的社会角色
所限制遥在人的发展的任何时刻袁总有超越以及克服
这种限制所产生之消极影响的可能性袁[1]322自我是置
身于社会之中的袁但由于它既不是封闭的尧也不是盲
从的袁所以袁限定自我的社会角色的双向关系结构也
不是固定不变的遥 这种关系的结构不得不经常地与
时隐时现地变化着的环境氛围交织在一起而发生变
化袁 自我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中获得超越这
种限制以及克服这种限制之消极影响的可能性遥 这
就是杜维明对野何以可能冶的论证遥野自我的创造性作
为道德上的动因袁 不可以只表现为对决定它作为各
种关系中心之情景与结构的超越遥 真正的正确取向
既不是被动地屈从于结构上的限制袁 但也不是浮士
德式地去触发程序上的自由袁而是作出最大的努力袁
使二者的动态的互动能够转化为是自我得以实现的
富有成果的辨证过程遥 冶[1]334也就是说袁 作为内在自
主尧 自导的精神引导的自我与作为人性实现途径的
和谐人际关系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遥 自我修养是根
本袁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分枝袁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重
要性方面看袁两者孰先孰后的次序都是不可颠倒的遥
内在地认识自己是在外部世界中正确行为的前提袁
只有通过不断转向内部反省才能纠正在外部世界行
动中的错误遥只有以开放精神与他人相交往袁才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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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需要而且自我才能保持健康的人格同一性袁
自我所固有的内在源泉才能得以丰富遥也即野作为一
种独立的尧自主的和有导向过程的自我修养冶在整个
儒学传统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曰 社会关系为自我修养
提供背景和媒介遥因此袁儒家野已欲立而立人袁已欲达
而达人冶的格言袁就不单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思想袁也
是对转换中自我的描述遥

二尧野人际关系中创造性转换的人性
自我实现冶何以成立钥

不容否认袁 杜维明先生的阐释工作进一步发掘
了传统儒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及其对现代生活的意
义袁可用来消除现代人的人生意义失落曰发扬了儒学
的为己之学的求学原则袁有利于培养独立人格袁自我
选择和自我实现曰 儒学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实现完善
人性的转进袁有利于培植和谐的人际关系袁克服现代
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曰把儒学之野仁冶诠释为
一种人精神发展的动态过程袁有利于对野仁冶的重新
理解和现实运用遥 [5]但我们对杜维明先生的阐释也包
含着两重野何以可能冶的追问院一尧经野创造性阐释冶的
儒家野哲学人类学冶是否符合儒学的本意钥 它在中国
古代社会中的落实何以可能钥二尧经野创造性阐释冶的
儒家仁学在现代社会中的贯彻落实何以可能钥

首先袁杜维明的野创造性阐释冶是否美化了儒家
思想袁是否符合儒学本意钥 他把儒家仁学野创造性阐
释冶为袁孟子野坚持主张袁作为寻求道德自我发展手段
的学习成仁的能力已经为人类社会每一个成员所具
有遥 冶[1]256坚信真我的不可破坏性袁野而这种真我不可
破坏性是与强调人的价值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人性
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遥 冶[1]257所以不论人心受到怎样
的干扰和破坏袁野不论外部环境如何恶劣袁 都不能否
认普遍人能够成为圣人的现实遥 冶[1]257野就关注人的真
实性的这一向度而言袁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遥冶[1]250强调
人性价值的普遍性尧 平等性尧 不变性和内在的永恒
性袁这已脱离古代社会现实与儒家思想本意袁并且还
有避重就轻要要要避后世而就先秦尧 避免荀子而就孟
子要要要之嫌遥其一袁尽管先秦儒家如孟荀主张人皆可
以为尧舜袁但并没有为所有的人提供野为尧舜冶所需
要的社会平等的政治平等基础袁 反而认同等级制度
之下人天生的不平等遥 孔子有野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冶
之说袁其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冶的主张也是强调不同
等级名分的人要野各安其分冶遥 孟子对人有野先知先
觉冶与野后知后觉冶之分袁故有野劳心者治人袁劳力者治
于人冶之论遥 荀子更公然主张野少事长袁贱事贵袁不肖
事贤袁是天下之通义也遥有人也袁势不在人之上袁而羞
为人下袁是奸人之心也遥 冶渊仲尼冤其二袁秦汉以后袁随

着儒学成为官方哲学袁 作为御用文人的汉儒和宋儒
又公然鼓吹野性三品冶尧野性清浊冶论袁小民天生性恶尧
性浊袁否定的正是人性的普遍平等性袁也堵塞了生性
野恶浊冶的小民成尧舜的可能性浴其三袁无论是早期还
是中后期的儒家都坚持特殊主义道德标准袁 不同名
分有不同要求袁如野君仁臣忠冶尧野父慈子孝冶尧野夫义妇
听冶等袁但现实逻辑却是袁野君可以不仁袁臣不可以不
忠冶袁野父可以不慈袁子不可以不孝冶袁也就是尊者靠自
觉袁卑者靠强制遥上述三点使得杜维明对儒家思想的
美化难以成立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 杜维明所谓儒家使
野普遍人能够成为圣人的现实冶的判断如何成立钥
其次袁 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杜维明心目

中的儒家仁道理想是否有落实的可能钥 杜维明曾以
野五伦冶为例袁试图证明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对等性
和平等性遥 他认为儒家的自我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使
各种关系内化在自我修养当中袁 既坚持了社会关系
对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袁 又防止了个人限制于社会角
色中遥然而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袁在儒家学说传统里袁
礼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袁 它的制定就是为了
稳定宗法-政治社会的专制统治秩序遥 野亲亲尧尊尊尧
长长袁 男女之有别袁 人道之大者也冶渊叶礼记窑丧服小
记曳冤是不可以改变的袁它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基
本伦理观念尧组织结构和行为准则遥 礼贯彻于道德尧
制度尧仪式等方面袁并通过这几个方面发挥对人的影
响作用袁使人的思想尧活动都潜移默化的逐渐遵循礼
的规定遥由于君臣尧父子尧夫妇尧嫡庶尧师徒尧上下之间
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袁 故对双方的伦理规范也是不对
等的袁试问君要臣死袁不死不忠曰父要子死袁不死不
孝曰妻犯野七出冶之一便要被休袁但如果夫有恶行袁妻
不得去袁因为地无去天之义曰野冠虽敝必加于首袁履虽
新必贯于足冶袁这对等吗钥杜维明自己也说过野不论外
部环境如何恶劣冶这样的话袁可见外部环境是不容乐
观的遥 马克思也曾严厉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反人道
性质院野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袁 使人不
成其为人袁噎噎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遥 冶因为
野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袁 蔑视人袁使
人不成其为人冶遥 因此袁野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袁
哪里的人就占少数曰 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
的袁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遥冶[7]411可以说院野专制制度必
然具有兽性袁 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冶[7]414在这种社
会制度下袁就算有野郁郁乎文哉冶的礼乐文化袁还是出
现了野弑君三十六袁灭国五十二冶乱世袁充满了野争地
以战袁杀人盈野曰争城以战袁杀人盈城冶血腥袁上演了
一代代的野官逼民反冶与野覆舟冶悲剧袁在严酷的现实
面前袁儒家的道德理想渊仁道冤的实现如何可能钥
最后是杜维明对儒家仁学的野创造性阐释冶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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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中的落实如何可能的问题遥 尽管在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中确实有着丰富的人学思想袁 其中人生问
题始终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袁内容涉及人生价值尧人生
目的和理想尧人生责任尧人生态度尧人生道路袁以及如
何发挥人的主体性(所谓野修养冶尧野实践冶)袁如何实现
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袁特别是围绕着野义利冶尧
野理欲冶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辩论袁是研究人生问题上
不同观点的集中表现遥 杜维明先生对儒学传承和民
族文化弘扬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意识是令人钦佩和赞
许的袁但我们必须对杜维明先生野创造性阐释冶的儒
家野哲学人类学冶思想有清醒的认识袁其野创造性阐
释冶方法袁是从观念出发袁从道德决定论即泛道德主
义出发袁 脱离儒家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历史
条件袁 进行主观观念地静态性创造诠释和无差别的
历史转换袁使之成为超历史尧超空间尧超阶级的独立
存在的观念野文本冶遥 并试图使观念的儒学在现当代
社会发挥效力袁 解救世界性的人生意义失落等诸问
题袁 这便把儒家思想诠释为万能的现代商品经济的
指针和灵魂袁形成了新时代的儒家商品拜物教遥儒家
思想毕竟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袁 服务于封建专制社

会袁其历史阶级烙印不可抹杀遥在封建宗法制度已经
覆灭的现当代社会袁儒学生长之根已经断裂袁儒学老
树上的几棵嫩芽要想延续新生就必须移植到新鲜的
土壤和环境中遥而新芽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扎根吐绿袁
其精髓渊核心思想冤已发生质变渊道德理性向科技理
性与民主思维的转变冤袁也即新的生存境域下袁以科
学尧民主尧自由为核心的儒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儒学袁酒既然是新的袁何必要装野旧瓶冶呢钥 既然认同
了现代社会意义下的每个人的自由尧平等尧独立袁为
什么还要把这些东西贴上野儒家冶的标签钥 即使杜维
明在现代语境下对儒家思想做出创造性阐释袁 使之
趋向符合现代的价值观并具有现实意义袁 那么它究
竟是古代思想在起作用呢袁 还是现代思想及其配套
的制度框架在起作用钥因此袁野创造性阐释冶不但违背
了儒家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状况的真实情况袁 更不可
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批判尧改造尧继承尧弘扬包括儒学
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遥 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实践
改造中袁才是传统文化向近现代化转型的根本途径袁
才能创造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新
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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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Self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ZHA O Xin-you袁 WANG Si-da
渊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Public Management,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冤

Abstract: DU Weiming provides a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to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 anthropology by categorizing
Confucian philosophy into philosophic anthropology. He thinks the self -realization in Confucianism requires not only self -
improvement but also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is 野creative transformation冶 is merely a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ul of Confucianism and lacks historical evidence. Therefore, it
definitely can not be successfully realized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confucianism曰philosophic anthropology曰creative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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