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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世纪初，为提升学术之境、推进学术交流，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了“大夏讲坛”，广邀海内外各个领
域的名家，举行系列的学术演讲。
本书所汇集的，便是其中的部分演讲录。
    王国维在20世纪初曾提出“学无中西”之说，这一观念在一个世纪之后依然显示着其内在的生命力
。
纵观呈现于本书的演讲篇目及演讲学人，所论兼及东西，论者无分中外；东西、中外之间已不复判然
划界。
思想和观念的如上贯通不仅在形式的层面展示了学术交流的扩展，而且在实质的层面体现了世界的视
域。
如所周知，近代以来，中西之学的相遇、互动，已成为基本的历史事实，这一现象在更广的意义上以
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为其前提。
从学术文化的衍化看，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西之学主要都在各自的传统下相对独立地发展，然而，
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以后，思想与学术便第一次能够在实质的意义上超越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
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推进对世界的理解。
在“学无中西”的视域下，中西之学都呈现为世界文化发展的相关之源，而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延
续，也由此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意义。
演讲集的内容从不同的方面具体地体现了以上历史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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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人的智慧——从一分为三谈起　　围绕一分为三这样一个主题，庞朴先生进行了条分缕析、
十分细致的分梳。
通常提到的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
一分为二指将事物分为两个方面，合二为一则注意到了两个事物的统一问题；但是相对于庞先生提的
一分为三，合二为一之“合”似乎更多地体现在静态的、空间的意义上。
从哲学上说，一分为三已涉及度的问题。
在对事物一分为二之后，如何进一步理解其统一?这里便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这个度的把握非常困难
。
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去把握度。
在这方面，庞朴先生的“一分为三”，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思路。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认清全球化的动向，因
为就我理解，全球化可以同化也可以和化。
假如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用它的方式把大家都同化了，那也是一种全球化。
如果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大家共同起来互相交流、互相吸取，那也是一种全球化，那是和化。
和化和同化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所以今天我要从中国人的智慧谈起，那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博大精深的智慧，一次、两次，一个
领域、两个领域是很难谈完的。
所以我今天从一分为三谈起。
　　说到一分为三大家不太熟悉，因为没有见过这个说法。
大家比较多见的是一分为二。
如果一分为二是对的，那么一分为三就错了。
不能既一分为二，又一分为三。
还有些人可能一分为二也不大熟，但是至少矛盾这两个字比较熟。
矛盾是表现中国人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术语，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想大家在中学的时候，语文书上大概都选了矛盾的故事。
大家都还记得有一个卖矛的人在那里夸口，在那里做广告，说：我的矛可以戳破天下任何的盾。
第二天他卖盾了，他又做广告，说：我的盾可以挡住天下任何锋利的矛。
那么，第三天就有人来问他，用你的矛戳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哪?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前后矛盾，往往是形容想把两个对立的意见让它同时存在，同时都肯定，那是不可能的。
故事究竟是为了说明什么呢?这个故事是在《韩非子》里，是一个叫韩非的人写的，这个故事不能叫故
事，叫寓言。
寓言的“寓”：就是住进一些要表达的意思。
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本来在矛盾提出的时候，它是为了反对一种说法。
因为当时的儒家学者们宣传尧舜是好皇帝，是圣人。
先说尧是圣人，当他当天子的时候，据说国内到处都是歌舞升平、莺歌燕舞，治理非常好。
然后再宣传舜，舜怎么宣传呢?舜是平民老百姓，他在民间住着。
邻居在争地界，你种到我的地里，我种到你的地里，互相打起来。
舜到了那里，由于舜的道德的感化，人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好了。
然后，海边打鱼的渔民互相抢渔源，舜到了那里也打鱼，把这渔民也感化了。
然后，在烧窑的那个地方，人们烧的窑器、陶器很不规范，舜也在那里烧窑，他用他的行为也把那里
的人们给感化了。
因此，舜走到哪儿，就可以感化一方。
于是，有人问，你刚才表扬尧，说尧当天子的时候，普天下国泰民安。
请问，如果是这样，舜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如果肯定舜的话，那不等于批评尧吗?如果肯定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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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舜没活可干、没法表现吗?这叫矛盾。
这是矛盾这个寓言最早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说不可两立，不可两誉，它的结论就是这样。
表扬这个人，又表扬那个人。
如果这两个人有一个关系，表扬了一个，就不能表扬另～个。
誉了尧，就不能誉舜。
誉了舜，就不能誉尧。
尧和舜的名声是不可两立的。
换言之，就是势不两立。
势不两立就是这个意思。
最早的矛盾大概就这样。
矛盾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问题是矛盾这个术语，矛盾这个范畴。
这个概念后来在中国，特别是到20世纪，把它运用到哲学里，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运用。
20世纪30年代以后，哲学范畴里运用次数最多的大概就是矛盾这个概念。
20世纪以前，中国的文章里也会运用到矛盾这个词，但是大体是在文学意义上，或者是在韩非原来的
不可互相矛盾的那个本来意义上去运用的。
在以前，没有把矛盾用来作为哲学范畴。
最后，把它普遍化了，或者说简单化、明确化了，或者叫做两点论，或者叫二分论。
两点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也都有他的缺点；办任何事都有它的困难一面，
有它的顺利一面，不要只看到困难，也要看到顺利。
二分论就是一个东西总是分为两个方面的，比如说一个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
这实际上都是矛盾。
大家都知道，后来有一个伟人写了一部著作就叫《矛盾论》。
在那个情况下，普遍在这个意义上运用。
但是矛盾这个词，今天运用在哲学上，我们现在来检讨，它不是最能妥帖地表达哲学上所要表达的思
想的一个词，哲学上要表达的一种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想要表达对立的是同一的这样一个哲学思想。
一切对立的东西在一个条件下又是同一的，一个同一的东西又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
对立、同一的哲学思想用矛盾概念不能很准确地表达。
为什么?因为矛盾的概念更多地是强调势不两立那一方面。
从字面上，从它本来的含义上，它不能表达统一的那一方面，它只能表达对立。
正因为强调对立，所以它更难表达同一。
所以从韩非讲述了矛盾这个故事以后，2000多年里面确实少有人在哲学意义上运用矛盾这个词。
　　在哲学上，在中国，要谈对立统一，在中国哲学上有很多词，但恰恰没有用矛盾这个词，用得最
多的是阴阳这个概念，这对范畴。
矛盾，只在文学意义上去用，或者在一般的语词上来运用。
其他各种领域里，类似的词很多很多。
你看，我们随便说，刚柔（有刚有柔，也可以表达对立同一的思想）、经纬（经度、纬度的经，经和
纬实际上是对立同一的关系）、正反（正面、反面）、错综（错综复杂的“错综”，这个稍微解释一
下，一般我们不太容易把它想到对立同一上去。
事实上，“错综”是中国非常好的一个概念，错，铁匠、木匠用的锉、锉刀，锉刀的铁上有互相交叉
的纹路。
锉刀的锉就是南北纵横、交错的错。
综呢?综是织布机上的零件，一脚踩下去，“咵塔”，把经线拉成这样，再“咵塔”，把经线拉成那样
。
经线可以上下，纬线穿过来穿过去，这样就织成布了。
综的特点是合，给人的感觉是把对立的东西合起来。
错是分裂的感觉。
所以，错综是对立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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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只是在一般语词意义上使用，如“错综复杂”一词，它提示我们的意思是复杂，我们很少去想
到一个错、一个综，形成对立同一的关系）、虚实、动静、清浊、形神（这都是表示对立同一的术语
，但各个内容偏向不一样）、屈伸（一屈一伸）、消息（这个要稍微说一下。
不然我们年轻人不太注意，一提消息就是什么新闻、隐私被暴露了，或小道啊。
其实消息本来不是这个意思。
“消”是往下落，“息”是往上涨。
“消”是消失的消，息是增加。
息为什么是增加?其实我们整天跟这个打交道。
你存了lO0块钱在银行，银行明天给你生了1分钱的利息。
l00块钱生1分利息。
息就是可以自动生长，叫利息。
医生说有一种东西叫息肉，割掉了明天又自动长出来。
这就是息。
这是很好的意思，可惜现在都不怎么用了。
说清楚之后，大家会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生动的中国人智慧）、左右、前后、头尾、表里、抱负（抱负
的本来意思叫负阴而抱阳，《老子》里的万物负阴而抱阳，负就是后面背着一个，抱是前面抱着一个
，两种动作，正好是对立同一的动作）、内外、尊卑、贤愚、始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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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夏讲坛丛书。
　　学术演讲使学术由个体的沉思走向公共之域，全球背景下中西文化之间的彼此激荡进一步推进了
中国文化自身的反思和发展历史己成为世界的历史。
　　——杨国荣　　“大夏讲坛”丛书2，智慧的圣坛，庞朴，汤一介，弗朗索瓦·于连，理查德·
罗蒂，约翰·R·塞尔，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墨子刻，肯德尔·麦耶斯，马尔科姆·戈登，叶文心
，俞立中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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