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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视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祸乱相循，战火不断。所谓人类历史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展开。人类世界也就是人的

世界的集合。如何解决人的世界中人的需求(包含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的需求)与发展问题,实现人的内外和谐,群己

和谐与整体和谐,来补救历史的缺失,开创人类新的历史,建立人类相互的信赖与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乃是当前人类必须

面对的问题,也是人类潜能与人性与智慧必须接受的严峻考验。我们所处的时代显示出人类世界发展的诸多可能,是战

争还是和平,是一霸独大或是多元共荣,是猜妒先下手为强,还是信任协商，携手并进。最近有关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

的鲜明成果,令人感奋,燃起人们对人类和平世界的建立的希望,也说明人类和平世纪的到来需要人类刚毅的意志、园

融的智慧的持续投入,也展示了中华文化与儒家哲学的中和精神价值运用得当的魅力与高度人文关怀的有效能耐。但

在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的游魂复苏,美国实用主义的独我情结难解,以及欧盟道德理性精神的脆弱履现,在在都为21

世纪的人类世界和平的发展投下难以测知的阴影,令人深深隐忧。 

  人类和平世纪的到来涉及到人类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但人类经济全球化发生了两个效果：一是人们只关心经济

的发展而忽略了人的整体价值,同时也忽视经济发展带来的物化现象,忘却经济发展应实现文化发展的目标;另一个效

果是全球化中的普遍化与科技化带来了人们对个别文化整体与人文传统的轻视,造成人心的贫乏与精神的失落,丧失了

生命的原创力量。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理想的经济合作与协调一蹴而就相反的,它似乎带来更大与更多的竞争甚至冲

突,而每一个竞争,每一项冲突都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克服,甚至付出代价后也不能克服。如何合理竞争,如何克服

冲突,考验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智慧与思考能力。举例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建设,常常被认为会

带来对世界和平与现状维持的威胁。一国经济发展当然会带动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必然会造成世界和平与对其他

强国的威胁呢?又如何来说明甚至证明中国的强盛将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而非其相反呢?显然,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

意图,又如何体现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奉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如何积极的转化为充实而光辉的

文化大国与教育大国,彰显理性、正义与仁爱,而不只是停留在经济利益层面的考虑上也是中国当前最应关注的问题。

同样,如何善用经济建立和平开发、和平安保的秩序,促使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协助弱小民族,提携落后地区,改

善人类生存的环境,消除污染与恐怖,促进世界和平,而不只是维护世界现状,才是中国发展成为先进国家所必须要严密

考量的问题。 

  在以上两问题上,儒学如何发挥其重要的功能,又如何面对此两问题进一步的作出自身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方案,则

是当代儒学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唯有如此,儒学方能为世界的和谐秩序与和平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本文先探讨

儒学的理论建树,再略论当前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经济全球化的内在与外在关联。 

  儒学发展至今,可说理论创新不多。大多时间,停留在阐述反本开新,接受或发展民主与科学一般命题上面。在哲

学史上,当代儒学可说尚未能综合前贤,囊括百家,评章中西,贯通内外,形成体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儒家哲学既无

所宗,最后也只落得概念的守成,学统的纷争,而无法落实于应用与实践之中,不但未能提供行为的指导原理或合理依

据,而且往往走向闭关自守,自以为是。目前儒学的理论创新的问题,具体言之,在未能对儒学如何界定其自身以自主,

认知世界以定位,面对历史与未来以承先启后与创新发展,不能发为非常可观印象深刻之论。我对此一问题的看法是我

们必须重新掌握儒学的本体论与体用论的大架构,再进而认识儒学自古就包含于本体论中的时中方法论与实践论的大

思维。对于此等论述,我在其他著作中已有发挥,在此我只想提出一个可行的简易的纲要以为我人思考问题的指南。 

  一、分辨本、体、用的层次,把本体论与体用论联系起来。过去讲本体论往往流入抽象,未能进行分析的理解与应

用,讲体用论又容易落到即体即用,体用含糊不分的状态。现在我们必须把儒学中较后发展的综合概念“本体”结合与

较前发展的分析的概念“本”与“体”来进行知识层次上的区划与整合。本是指的根源,本体上的本的根源不止是历

史性的也是形上学的:它代表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本源,也是宇宙持续发展的动力。“知本”或“明本”就是要掌握此

一根源意识,体验生命的内在活力而坚强刚毅的发展,这是对人的世界的肯定,也是对人的未来的信念。在此肯定与信



念的基础方可建立以人为本,也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本体的伦理学,再引发出人的生活美与精神美的伦理学,环境的

伦理学,医疗的伦理学,经济管理的伦理学,科技工程的伦理学,公共行政的伦理学,民主政治的伦理学等等。这些伦理

价值的建立与肯定就是对本体论的体的发展,所借助的不只是个别及集体人的身心的经验的直觉与体认,而且是广泛的

理性与精致的逻辑与数理,以便于仔细的分析与切实的综合。我们要求其全,要求其开放,要求其深刻,要求其有生命活

力。有了本与体的贯通,再进而求其用。 

  本体的用的重点落实在管理上面。管理也可以称为本体之用。用是直接以具体事物为对象,采取有计划的行动以

追求与达到一个预订的价值目的。由于对象不一样,目标不一样,计划的方案与运用的策略自然也可以不一样。人的世

界本来就是一个目的性的与追求目的性的世界,因之是一个人的行为与行动的世界,可说是一个人之用的世界。但如果

没有体的意识,没有本的体验,或没有本体的思考,生活的日用平常有其自然性,有其不自觉性,但却无法取得理念性与

理想性的跃进与改革。更无法获得一个整体的贯通以及持续不断的动力的支援。人类的发展必须要有理念性与理想性

的引导,也就是人类心智的作用,才能做到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解决超越个人能力以外的群体性的问题。此类问题包

含环境适应与利用问题,自然灾害与危机处理问题,社会安全与人力资源开发与组织问题等等。此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可说为本体的大用问题。大用仰赖于大体,而大体仰赖于大本。本立而道生,所谓道就是体用的一贯。 

  二、分辨知时、命时(正时)与用时(即时中)的时段,以求得在时间过程中实现人之为人的本、体、用的功能。儒

家哲学是建筑在时间与生命的体会的智慧之上的,是有关时间与生命的哲学,是在时间中发现生命,在生命中掌握时间

的哲学。对于时间与生命的理解,从一个古典儒家形而上学的观点,可以诠释时间为命,诠释生命为性。孟子对性命进

行了深刻的理解与诠释,以命为 “莫之致而至者也”(孟子万章上-6),以性为人的能动性与自主发展性,正是生命意义

之所在。所谓生命就是以生为命,以命为生,在时间中合生与命为一体。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以“存其心,养其

性,所以事天也”来说明“立命”的意义与重要性(宋代张载对立命更有所发挥)。立命也就是顺受命之正者,尽其道而

死,此也可称之为正命(见孟子尽心上-1,2)。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体、用具有时间与生命上的一贯,发挥本、

体、用的意识与智慧也有时间与生命上的一贯。下面我将说明孟子所说的“立命”或“正命”就是我说的“命时”,

即是对时间生命加以理性的规划与意志的实践之意。 

除却孟子,此处我提出儒家哲学中的时间与生命哲学是基于古典儒家尤其是孔子有关易的哲学的发展。对此我也另有

为专文加以阐述。此处我要强调的是此一易的哲学(时间与生命的哲学)的方法论命题:认识时间的本质为变化,从变化

的体验中认知变化的规律与可能,进而认识与计划参与及推动变化的可能,观察与创造变化的契机,实行改良与跃升。

此一时间与生命方法论的命题显然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是知时之为时,是知时义或时的本体,是为知时,这是第一阶

段。其次,透过人的思考与知识或经验,掌握具体事物的一般与特殊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可能,以判断何时何地(空间为时

间的展开与实现)或何等状况之下何种事件将能发展与发生,因之何时是何等具体行为实现的最好良机,此可明之为命

时。 

  最后,基于对时间本体的体会以及基于对时间发展的策划(也可说为一套实践与改革的策划)的把握,等待恰当的时

刻,或寻求恰当的时机,投入实践,发挥人的创制与创造的机能,在一定意义上以获得最大的成功或成效。此之谓为用

时,也可说为中时,或曰时中。易传重视时中的概念与精神,中庸事实上说的也是时中及中时的作用。两者都来之于孔

子对时间与生命的体验与追求时中的精神,此一体验与追求又来之于对周易的理解与思考。如以中庸之庸为用或为平

常平庸之用,中庸之精义就在说明如何花时间为日常或平常之用,也就是日用平常。如何把天地本体的创造力与人之为

人的创造性化为日用平常的用就是时间与生命实践方法论的核心课题。 

  结合以上本体用的本体论来说此一时间与生命的方法论,我们可以看到知本就是知时,立体就是命时,而致用则是

用时或时用(时中)。时间与生命既是本体又是方法与过程,本体论必然导向方法论,而时间与生命的方法论则又必导向

时间与生命的本体论。两者可以分析的理解,又可综合的发用。分析与综合的交相为用,正是本体与方法,本体论与方

法论的交相为用,更是时间与生命的交相为用,两者在时间——生命——实践的过程中交相完美与完成生命的使命。简

单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知时以明本,命时以立体,用时以致用。 

  三、促进人类道德:基于以上的儒家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创新理解,我们不能不重视人类道德的建树与维护。此

即是对生命的本体的价值的认知,体现在多元文化传统中人类追求的多元价值体系之中,其中包含人的尊严,人的平等,

人的自由,社会的和谐、开放与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与可改性,生活的自足与安全,生命的健康与充实等等。此即是人性

的实现。儒家的本体论体现了这些价值,也体现了实现人性价值的理性手段的必要性。两者完全可以从以上所说的时

间与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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