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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儒学诞生开始，她便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说起儒学的当代
意义，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认为，中华传统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主张与时偕行。
在新的时代，古老的儒学也将立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与世界所有优秀思想相
互学习，以丰富、完善自我，为世界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她启示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呵护珍
惜，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杨朝明
说，儒家提倡以人为本，仁者爱人，这
种宝贵理念可以应对科学主义、消费
主义带来的人的异化，纾解现代人的
焦虑与困惑。

“从元典时代走来的孔子儒学，
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杨朝明
说，人们应该放下当代人的虚骄和狂
妄，平心静气、抱着温情与敬意，去回
望遥远的古代贤哲。

当我们把内心深处的爱从自己
的亲人向外扩展、推广，使爱心弥漫
开来时，爱将充满世界，人类将会减
少很多的对抗和冲突。

“单一音符奏不出悦耳动听的音
乐，单一色彩绘不成赏心悦目的图
画，单一文化和宗教也将使世界变得
单调乏味。”杨朝明谈到，经济的全球
化绝不意味着文化的一体化、同质
化。因此，学会尊重，学会对话，拒绝
冲突，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相互交流，互利共赢，世界才会
更美好。

在新的时代，儒学也将立足人类
所面临的问题，与世界所有优秀思想
相互学习，焕发出无穷的生机。

儒学与时俱进

才更有生命力

杨朝明

孔子研究院场景。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
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
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

实际上，中国的先贤们早就看到“人
心惟危”，人不能“好恶无节”，而应明理修
身，推衍亲情，放大善性，“允执厥中”。

孔子曾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
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又
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
心，不见其色。”既然“有度”与“无度”全在

“人之思想”，那么中华文明“以礼制中”的
意义便不言而喻。

“儒学强调的是人与人、社会、自然之
间的相处法则。”杨朝明认为，孔子的儒学
思想集古代文化大成，形成了“和而不同”

的优秀品质。虽不苟同，但相互尊重，和平
共处。只要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了解各
种文明的真谛，就能具有包容精神，实现
文明和谐。

孔子提出的方法很简单，“其中蕴含
着比人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
当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
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

杨朝明说，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与苏格
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等齐名的伟大思
想家。主张“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亨廷
顿也把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
明等相提并论。英国作家贡布里希说：“在
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
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
年。”

本报记者 姬生辉 孟杰

和而不同地包容其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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