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合学的建构——访张立文（李亚彬）

李亚彬 

张立文 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

《新人学导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周易思想研

究》、《周易与儒道墨》、《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宋明理学研究》、《宋明理学

逻辑结构的演化》、《朱熹思想研究》、《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

《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戴震》、《退溪哲学入门》（朝鲜文）、《和合学概

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等。 

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就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展开了中西文化的全面

比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目前，中国文化不仅面临着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挑战，而

且面临着同一文化圈内部的挑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这种文化现象的实质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近百年来，学界提出了各种各样

的观点：就如何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创造

的发展等；就中西文化的体用关系而言，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

与中西为用，以及中西即体即用与非体非用等；就传统文化的创新来说，有现代解释、宏观

解释、创造理解、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以及与传统文化彻底

决裂论、全盘西化论、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返本开新论等，莫衷一是。这些

主张的提出都有其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合理内涵与学术价值。我认为，这些主张都属于如

何实现现代化的方法问题，而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方法的争论上。 

李：近几年来，您在研究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化回应各种挑战，以

适应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需要的一家之言——和合学。请您介绍一下和合学的基本思想。 

张：“和合”一词出自《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的最

初含义是指协调各种关系、各种规范，治理国家的方式。我认为，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

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以及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

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的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宇宙间一切现象都蕴含着和

合，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合。我认为，和合体现着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它是中国文化的精

髓，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合和学是研究自然、社会、人际、人身心灵以及

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说。

凡存在都蕴涵着冲突与融合（简称融突），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草木蝼蚁，都是融突和合。

和合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一切融突存在都是和合存在，这就是和合学的研究对象。和合学

的主体与核心是人，古人说：“为天地立心”，其实，天地本无心，以人心为心即人为天地

立心、立法，天地因人而有意义。“地”作为生存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不可脱离的处

所；“天”作为可能世界，本质上是人的自由创造的表现，人不仅是追求意义和价值的存在

者，而且是能为自己设计理想目标与理想价值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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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当前，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过程充满了竞争，有竞争就有冲突。

和合学理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有何现实意义呢？ 

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经济与市场一体化，市场的分割与垄断

越来越行不通。和合思想为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它们之间订

立新的契约，把各方的意见融合进去。例如，对于我国东西部的地区差距，可以提一些经济

和合体，把沿海地区的人才、资金与技术吸收到西部来，而不能单纯使用行政命令让沿海向

内陆投资，因为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国际范围来看，21世纪人类将面临五大冲突，即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关系到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任何理论与学说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化解现代人类面临的冲突的现实，

即是否能够适应时代的召唤，若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审视一切文化，东西文化便无绝对的界

限，我们也可跳出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用“融突论”的和合观念即和合而化生新生

命、新文化的观念来思考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命运，会超越纠缠不清而又道说不明的中西、古

今文化论争的情结。我认为，和合学是化解人类五大冲突的最佳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的价

值导向，和合不仅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也是东西方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它是中华

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在化解

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冲突中，将阔步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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