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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实上，我们无须抹煞各个不同传统之间的差别，却又不必一定会阻碍彼此之间精神上的感通。
以金律为例，每一个传统有不同的表述，所强调的方面也有所不同，但并不使得它变成一个没有意义
的普遍道德原则。
它指点了一个确定的方向，虽然不能给予我们完全的指引，却可以促成一种精神的感通，凝聚某种共
识，如芝加哥的世界宗教会议所显示的那样。
故我提议用“理一分殊”的方式来面对这一问题。
朱熹曾用“月印万川”的比喻来阐明此中的意义，月亮投影在水中，显现了不同的风貌，却并不妨碍
我们体认到，毕竟只有同一个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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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于上海。
台湾大学哲学系文学上、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台湾东海大学副教授（1962～1964）、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70～1974）和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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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讲座研究员（1999～2004）、东吴大学第一任端木恺讲座教授（2000～）、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
杰出访问讲座教授（2006）。
主要著作有《文学欣赏的灵魂》、《语意学与真理》、《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文化哲学的
试探》、《生命情调的抉择》、《中国哲学与现代化》、《马尔劳与中国》、《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
与完成》、《文化与哲学的探索》、《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中西哲学论文集》、《大陆与海外：
传统的反省与转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Underrstanding Confucian Pbilosophy:Classical，and
Sung-Ming（1998）、（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2003）以及中英文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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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对话时代来临一 宗教信仰与世界和平　（一）宗教的矛盾和普遍性　（二）与儒家合辙的天主
教神学家　（三）不同宗教须寻求共同标准　（四）宗教间的和平是国际和平之保障二 世界伦理与文
化差异三 起草《世界伦理宣言》的波折——第二次世界伦理会议剪影　（一）《世界伦理宣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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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球性秩序　（四）孔汉思提责任宣言，望为联合国接纳　（五）美国学者讲文化平行，反对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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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　（十）哲学的冷静与宗教的热情角力四 从当代新儒家观点看世界伦理　（一）前言　（二）新
儒学观点与资源运用　（三）建立既融合又独立的文化特色　（四）“五常”的现代意义与阐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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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伦理与宗教对话——以亚伯拉罕信仰为重点七 从比较的视域看世界伦理与宗教对话——以东方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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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约原则与道德伦理重建之方向　（一）“理一分殊”的含义　（二）当代新儒家的处境　（三）世
界伦理建构的探索　（四）现代危机的体认与回应　（五）“理一分殊”规约原则的指引　（六）道
德伦理重建的方向十 世界伦理与传媒操守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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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宗教信仰与世界和平　　（一）　宗教的矛盾和普遍性　　宗教的向往是超越的绝对，然而
实际的宗教却是一个文化现象，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结构有着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
今日世界上有许多纷争，像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爱尔兰的天主教与新教、印度的锡克教与印度教，莫
不有强烈的宗教因素纠缠在里面。
卡西尔（勒）（Ernst Cassirer）说得好：　　宗教不仅在理论的意义上始终是个谜，而且在伦理的意义
上也始终是个谜。
它充满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也充满了伦理上的自相矛盾。
它鼓励我们与自然交往，与人交往，与超自然的力量和诸神本身交往，然而它的结果则恰恰相反：在
它的具体表现中，它成了人们之间最深的纠纷和激烈斗争之源泉。
宗教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真理；但是它的历史却是一部有着各种错误和邪说的历史。
它给予我们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经验范围的超验世界的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却始终停留在人间，
而且是太人向化了。
（甘阳译：《人论》，92～93页）　　当代新教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就曾经把宗教重新界定为
“终极关怀”，这样无神论也可以是终极关怀的一种，只不过所信奉的对象与一般宗教不同而已！
凡人绝不可能没有某种终极关怀，由这样的观点出发，也可以说，宗教的现象是普遍的。
把宗教当作一种过时的东西的看法是错误的。
由现代进入后现代，宗教仍然是一个强固的力量，它发生了一些正面的作用，也造成许多问题，需要
我们对之加以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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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教的向往是超越的绝对，然而实际的宗教却是一个文化现象，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结构有着紧
密不可分割的关系。
本书收录了第二次世界伦理会议的精神主旨，介绍了宗教与宗教相互对话的成果，供相研究者阅读参
考。
　　与西方的历史对较，中国除了三武之乱那几个孤立的事件之外，基本上缺少宗教战争。
这充分显示了儒家的开放性格，适足以为今日的世界借鉴之用。
同时儒家传统中确可以找到资源来面对现时流行的宗教多元论的趋势。
而今日的问题与昔日恰好倒转了过来，多元主义强调分殊，不免有堕入相对主义的危险。
这种新的处境可以说是，“分不患其不殊，所难者理一耳”。
现在各个精神传统都有意放下身段，真心平等互待，指望收到交流互济之效，独霸真理的态度则备受
各方的责难与批判，自然而然正统意识无可避免地日益减弱了。
　　——刘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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