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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与道统复归----论孔子政刑与德礼兼行的政治思想（论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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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确立这样的一个原则：高科技造成何自然生态破坏，就把人力转移到修复其破坏的环境上去。例如温室效

应、干旱与沙漠化，就把人力安排到造林、美化环境以及相关的事业上去。国家还应当立法禁止破坏自然生态的生产

力，或加微环保税，以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工程。 

  总之，发展先进生产力，不应当为害人类，而应当为人类造福。 

  乙、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广义的文化涵盖人类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创造，包括科技、人文与宗教三大领域，体现人类社会三种不同的价值

取向。科技的对象是物质，宗教的对象是精神，人文则兼及心物二者。文化三大领域是一个鼎足结构，存在着一种互

动互制的生态关系，是一个国家民族价值体系的集中表现。不同民族与不同的文化差异，其生态或偏于科技，或偏于

宗教，或执中于人文，决定于其社会价值导向，因此，文化的先进性是相对的。任何由单极化导向建构起来的文化无

法保持文化生态平衡，也不能认为是先进的。从历史上看，中世纪的罗马文化建基于政教合一制度，是野蛮落后的。

当代西方文明因其偏执人性一端，科技一枝独秀，并派生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商业感官文化，把人类引向利己主义与物

质主义，严重污染人心，破坏了文化生态平衡，更算不得先进。与人类历史上其他文化不同，华夏文化以人文为核

心，顺天应人，执两用中，保持心物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行发展，故能在七千余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其先

进地位。华夏文明的生命力，是由其三才一贯的宇宙观与执两用中的人性论来保证的。近代中国文化在西方科技物质

文明冲击下曾经暂居下流，但一旦觉醒，复归道统，就会重新焕发出其青春活力。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的思想指引

下，中国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事实上对此作了最好的回答。 

   在当代中国，如江泽民所说，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具体而言，这种先进文化，必须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就是说，必须具有三个方向、三个特色的文化，才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1、民族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华夏民族具有七千余年优秀文化传统。因此，文化的创新离不开华夏道统的

继承。三才一贯的宇宙论执两用中的人性论是华夏道统的两块基石，它反映了古圣对宇宙与人性本具的必然性及其变

化规则的认知。华夏道统中的宇宙论认为一切生命都在复杂的宇宙时空过程主宰下产生和演化，因而把生命看作宇宙

现象，并从而建构了人体小宇宙生命哲学。现代人把儒家“天命”、“人性”与天人合一思想视为玄乎莫测，是因为

受西方文化的表面现象迷惑，望文生义，不明白其中的必然性与规律性。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首先必须立足于《中

庸》所说的天命与人性，焕发出华夏道统万古常青的生命力。华夏道统中的宇宙论与人性论，具有无可怀疑的客观性

及其普世意义。建设创新与传统相结合的心物平行的民族文化，就必然会体现出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 

  2、科学的。近世西方科技文明传入中国并为心物平行的华夏文明所融摄，就必须会使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科

学的中国特色。这种具备科学特色的文化，必须在华夏道统中庸的价值观念宰制下发展，才有可能消除以科技于利己

主义作为社会价值导向的西方物质文明的偏弊，避免复蹈西方感官商业文化的覆辙，避免只追求世俗物欲的满足，遗

落人的精神需要，极端推高物的价值，贬抑人的价值，导致自然生态平衡与文化生态平衡破坏的偏弊。 

  创立具有科学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华夏文明融摄西方物质文明的必然结果，也是三个面向的客观要求。把民族

文化同西方科技文化结合起来，把适应社会主义需要的德治，与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治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创造出

扬善与遏恶并重的、符合人性的群己善恶两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3、大众的。不能狭义地去理解先进文化的“大众”特色。大众的文化必须涵盖通俗文化与精致文化两个层次，

既能满足社会成员世俗性的精神需要，也能满足社会成员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由于文化是包括科技、人文与宗教三大

领域的一个鼎足结构，先进文化必须是能够涵盖全体社会成员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人类的价值取向既有物质性，也

有精神性的。与科技物质领域相对应，还有一个精神、宗教的领域。人类历史从来就不存在一种没有宗教信仰的文



化。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虽然不能不把宗教包括在内。 

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又说：“尧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 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

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至德，但是历来当政者都很难做到。实行至德，就等于达

到至道，这是尧舜“为政以德”的理想境界，所以孔子才发出“民鲜能久矣”的感叹。 

  “三个代表”要求把革命党改造为执政党，把名实乘远的理想主义名称改为名实相符的现实主义名称。最终以华

夏道统完全取代苏式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社会双并轨并行的中庸经济生态，已经在邓小平开创、江泽民领导

之下奠定了基础，正在向建立德法兼治的中庸政治生态迈进。这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社会基础，它清楚表明

中国领导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三个代表”兼具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中国特色”，体现了华夏道

统在三个面向的新历史条件下所焕发出来的无限生命力，预示着中共在超越政党政治与意识型态羁轭方面的重大革新

与蜕变。 

  八、结论 

  文革十年浩劫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话：“物极必反。”邓小平复出，“拨乱世反诸正”，（《左传》）提出了“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走上发展正路。老子说：“以正治国”。（《易经》）说：“进

以正，可以正邦也。”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什么是正？中则正，不中则偏。”孔子又说：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又记尧传位于舜时告诫说：“天之器数在汝躬，允执其中。”实行三才一贯、执两用中的

尧舜治国之道，就是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社资并行，中也，正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中也，正也；既

反极左势力，也反西方自由化，中也，正也。总之，以切合人性的执两用中人文原则作为社会价值导向，引领中国走

上健康发展道路，在短短时间内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使华夏文明重新焕发出举世瞩目光芒，这就充分

显示出邓小平“中国特色”的巨大威力。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面对拨乱反正与开放改革的需要，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

两个思想理论原则，使所有脱离现实的、不合适宜的、不符合开放改革需要的、被实践证明是谬误的苏式意识型态教

条，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予以抛弃。这是邓小平与江泽民开放改革路线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实行“可持续

发展战略”，避免西方国家因发展科技而威胁人类生存的偏弊，保障自然生态平衡。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须

避免西方国家价值取向单极肥及其感官商业文化造成对人类精神污染的偏弊，保持科技、人文、宗教鼎足结构的文化

生态平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超越苏式意识形态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框架，如《书、洪范》所说：“王道荡

荡，无党无偏”，以中庸至德作为社会价值导向，把德法兼治的中庸政治生态构筑在社资并行的中庸经济生态基础之

上，在现代、世界与未来的三个面向中，让三才一贯与执两用中的华夏道统为建构人类共同文明提供效益！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与江泽民“三个代表”，就是华夏道统的现代版。邓小平与江泽民成功的事实无可辩驳地

证明：华夏道统的生命力大椿不老！ 

  夏历岁次壬午三月廿四日立夏节，西元二OO二年五月四日于曼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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