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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儒家适应现代化需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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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公共性不能脱离最普遍的生活。公共性的道德就寓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中，非高踞生活之上。“中庸”

被中西双方都奉为高级的道德准则。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一些“中庸”：“关于荣誉和耻辱，其适度是适当的自豪，其

过度，可以叫做虚荣，不及则可叫做卑贱。” （《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299页）

“关于信实，……对于中道的遵守叫信实，过度的虚伪可以叫做虚夸，……过度谦虚叫做讥讽……。” （《西方论

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300页）“关于恐惧和自持的情感，它的中道是勇敢……至于过于自

持，则是鲁莽；过于恐惧而太不自信，则是怯懦。”“关于某些快乐和痛苦（不指一切苦乐皆如此，特别是苦痛）的

适度是节制，过度则是放荡，不及则为不愿行乐。”“关于金钱的取与舍的适度是乐施，过度与不及是挥霍与吝

啬。”“关于怒，……我们就姑以和蔼名其适度。……那些过度的人为暴烈的人，……至于不及的例，即无怒气的

人，我们可称之为优柔。”（《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296页——300页）孔子列举

的“中庸”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中行”是在过分“进

取”与“不为”之间取适度。此外还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这是讲“乐”“哀”情感发之须适

度，不走极端。类似的说法还有“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君子和而不同”，（子路）“君子

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但是，两者“中庸”有很大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不

局限于道德，还涉及许多生活中事。如：“情感、情绪、感受、娱乐、交往、饮食、运动、技艺、消费、算术，等等

等等他都曾谈到。不仅亚里士多德，连神秘主义十分浓厚的毕达戈拉斯也在生活中谈“中庸”。他说：“在一切事

情，中庸是最好的。”“不要忽略你的身体的健康；饮，食，动作，须有节。——我所说的有节，即不引来苦难之程

度。” （《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6页、18页）儒家的 “中庸”不但种类单调，

缺乏生活气息。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至矣”，顶尖之德也，对民来说岂能不神！

（雍也）《中庸》一书一开始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性”、“道”都是至今

都难于辩清的玄奥词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一章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84、86页）喜怒哀乐发与未发、

中节与否并不神秘，但把他们推致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推崇其能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

只有个别修养到极高境界的道德文化精英能够领会，对普通人则是一头雾水。亚里士多德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使人感

到“中庸”随事可求。而儒家的“中庸”，只有达到至高的道德境界才能达到。《中庸》一文对“中庸”的虚玄描绘

也足证其与日常生活隔阂之悬。这一状况直至宋明理学产生时仍无改进。周敦颐《太极图说》讲到“中”：“圣人定

之以中正仁义（自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儒学

经典·周子全书》第1491页。《中华经典藏书》史仲文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中”是超脱出老百姓生

活的象牙塔境界，即所谓“人极”。与百姓生活不相关的道德只能被敬而远之，百姓怎能自觉遵守！ 

  以上中国先秦与古希腊伦理思想的比较具体地凸现了儒家公共性的如何缺乏，以及对今日社会的消极影响。笔者

无意否定儒家的积极作用。应该说儒家个人服从整体、追求君子境界重义轻利、处世平和中道、讲求慎独、自强不息

等美德为中华民族几千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提供了精神上的保障。儒家的消极面只是在进入

封建社会晚期，工商业和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即将到来时才开始日益显现。到了现代化社会，家族被打

破，公民社会出现，急切需要用公共意识取代家族意识，儒家道德的落后性遂突出出来。但是，儒家没有死亡，他会

象魏晋、宋明时期那样与时俱进，随着公共性观念的溶入而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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