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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伦理在东方世界取得的成绩 

儒学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经过在这些国家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与中国儒家文化略有不同东方儒学。对

这些国家的儒学，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家李瑞智和黎华伦合著的《儒学的复兴》把它和中国的儒学进行了对比以后，对

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儒家思想的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主要有十条： 

1、强调人对社会的义务甚于权利，以及相互制约的压力以保证所有成员都在这一义务网络内受到约束并且分担责任

和分享报偿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 

2、强调人治或德治，而非法治，这可以保证在社会所能达到的和谐和内聚力；并且强调礼仪的重要，肯定竞争是在

一种礼貌的规范内进行。 

3、强调严格的竞争教育，这给受教育的人灌输和立下一种优越标准，把国家的官职及其他权力授给经过考核成绩优

越者。严格的考核是确保能始终保持高水准的唯一有效办法。 

4、强调过去和现在必须联系起来，养成一种敏锐意识，促进对历史时代和获得主要体制及有关成就作出长期的承

担，与西方强调短期的“底线”和“成本效用”形成鲜明的对照。 

5、认为人类群体的价值观和秩序是有重大意义，并非单只为追求物质的享有和累积罢了，其愿望是最终把经济权力

授给非商业性质，但对商业有实际贡献的人员。 

6、高度重视逻辑与合理性，由一种需要直观和感情牵制的强烈意识加以平衡，并以某些方式由儒家和道家的互补精

神传统加以反映。 

7、敏锐意识到现实的变化性质以及两极对立的互补而非对抗的需要，分别由《易经》和阴阳五行说加以反映。 

8、对商业、工艺和科学持有一种独特的观念，认为在“市场推动”革新和“环境”考虑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健康的紧

张关系。对科学上的“突破”较不重视，但对各种工艺的“熔合”却极为注意，例如机器人，以便更好地为群体利益

服务。 

9、对体制的功利主义和革新精神具有一种本能，以便在面对各种问题时作出强烈反应，同时，表现出统治社会的官

员以一种在非儒家环境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方式行使权力和完成任务。 

10、避免同西化和个人主义攀上关系，以免带来“精神污染”问题，这种“精神污染”几乎被看作一种罪行，因为它

会削弱大于个人的群体和国家的力量。（第40—4l页） 

东方伦理已经发挥了作用：日本的《论语》加算盘、韩国的忠孝、新加坡的伦理教育运动、马来西亚的“思想兴革运



动”，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有超越时空的特性。其影响是没有国界限制的。 

日本作为“四小龙”之一，其经济腾飞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有学者把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归之于儒家伦

理。也有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既没有促进，也没有延缓经济的发展。但是，儒学在日本经过企业家

和学者们的努力，从儒家伦理中提炼出一种道德经济合一论，确确实实对日本的企业管理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二战

后，日本企业特别重视诚信的原则，而且把诚信原则作为企业的生命，致使日本企业在国际商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赢得了信誉，扩大了市场，获得了利润。 

韩国政府从1982年开始，将传统价值观中的优秀部分挖掘出来，注意克服国民的懒散习惯、封闭自守、精神空虚、缺

乏创造力等不良素质，净化民族精神，通过教育改革，力求培养出新的韩国人：健康的韩国人——强健的体魄、刚强

的意志、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独立的韩国人——自信、自主决策力、进取开拓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创造的

韩国人——基本的学习技能、科学研究能力、理智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思维；道德的韩国人——正确的价值观、

人类的认同感、优秀的公民意识、关心他人的精神。韩国人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经说明这种做法已经唤起了国民

的高度自觉，他们把自己家的首饰等物贡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这正是家国一体的价值观的现代体

现。韩国政府的做法，是否值得儒学文化圈其他国家效法呢？如果东方儒学文化圈国家都能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进行

现代转换，那么，东方文化确实会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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