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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东亚价值观”与区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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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包括东南亚)各国,特别是中、日、韓、朝、越等国之间有着共同的汉字文化、共同的儒学传统价值观,这种以
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为纽带而形成的关系是很难被割断的。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
区域合作也在加速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没有自己文化与文明的特色,那么,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就会失去他
的“主体性”。在我们迎来新千年的同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全球化的趋势,还有区域化不断发展的趋势。然而,具有密
切地缘关系与共同文明、文化基础的东亚各国之间的合作却远远不能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中日两国,因其
双边关系整合中不确定因素的过多存在,使得双方未能充分发挥他们在本地区应有的作用,这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东亚区
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所以,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必须坐下来认真思考如何求同存异、加快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的
问题。否则,在21世纪,我们东亚各国的利益就将受到影响。  

         
一、“东亚”概念的重构  

            
    在古代及近代的中国,不仅没有“东亚”一词,就连“东洋”、“西洋”一词也很少出现,即便出现也是纯粹地理上
的指向,从不曾被赋予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关系格局中一部分的含意。古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就是“天下”,中国的皇帝
就是“天子”,中国乃“中心之国”。中国皇帝以“德”感召天下,“为政以礼”,并依此使得四方来朝,从而达到“天下
归仁”的最高道德境界。 

            
    “东亚”一词是近代日本在试图重构亚洲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过程中创造和使用的新词汇。并且,它与“东亚共
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词的表述一起肩负着日本向亚洲扩张这一“国策”上的“重任”。因此,在战后的一段时
期里,亚洲各国对“东亚”一词仍存戒心。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恢复以来,随着日本与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
化上往来关系的密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区域合作”呼声的不断高涨,“东亚”一词在概念上
获得重构。 

            
    所谓“东亚”,从地理上看,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东亚指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广义的东亚除上述
地区外还指东南亚、马来群岛诸国以及新加坡等受汉字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从历史上看,所谓“东亚”是指以中华
帝国为中心的华夏文明所覆盖的中心地带以及这一文明所能够辐射到的周边地带。它是由以儒学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结
构、以朝贡贸易为特征的经济结构、以册封体制为前提的政治结构所构成的一个统一的东亚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在2000
余年的时间里,决定了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格局(唐朝与明朝是这一体系的鼎盛时期)。 

            
    我们今天所说的“东亚”,既非古代“华夷秩序”的延伸,亦非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东亚新秩序”中所指代的含
意。它既有一定的地理范围和历史延续性,但同时也是一个超时空的概念。首先,它是区域内各国在基于平等意识、共同
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区域性的政治概念与地理概念。东亚概念的重构,是东亚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东亚主体意识发展的表现。同时,它也是西方中心论解构的产物。“东亚”概念的重构及东亚意识
的觉醒既是东亚各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东亚各国对自身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的认真思考。 

         
二、“东亚价值观”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化发展的主要成果。它是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最基本的动力,是文化规范性的集
中体现。东亚价值观是指东亚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对价值进行判断的基本观点。东亚
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是:重家庭、重社会、重人伦。东亚价值观不仅是个文化概念,同时也是个地域概念。 

            
（一）“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 

            
    东方文化与价值体系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与价值系统,它注重个人道德的修养,并把人的价值实现寄托于道德的完善
上。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看成宇宙的中心、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并用人格的完善与境界的完美去塑造社会的灵
魂。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对人的价值的认定不是根据其潜能,而是注重人的道德与人生境界。所以,以人为本在本质上讲
就是以德为本。儒学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有道德,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人伦道德的标准就是:仁、义、
礼、智、信。有道德者被称为“君子”，无道德者被称为“小人”。二者的区别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则反之”。在这里,道德与现实利益被对立起来,现实利益的合理性被否定,宋明理学
更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 

 
    道德至上导致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韩、朝与日本同样被纳入这种以道德教化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之
中。“重义”、“轻利”的思想曾长期统治和束缚着东亚人的手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亚的伦理本位、道德至上
的价值原则正在改变,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现象的产生。东亚价值观有待重新界定与完善。 

         
（二）对“集体价值”的认同 

            
    “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国家之本在于家庭”。这是东亚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明了东亚社会注重集体
的价值导向。东亚价值观中之所以存在着泛道德倾向,说到底,还是因为重视“集体”的缘故。这一点在日本表现得很明
显。日本人常讲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但我们看到日本的资本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集体主
义”的原则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 

            
    重视集体价值、强调个人必须以群体或集体为重,主要是强调个体的义务与责任,而不讲或少讲个人的权力。《大
学》中所言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也是个体的发展必须与群体紧密相连。“修身”只是个手段,不是目的。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齐家”是治国的基础。所以东亚人对“家”特别重视,个人最终
消融在家、社会和国家之中。 

         
（三）“和合”精神的倡导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和谐”是儒家学者追求的最高价值原则。自秦汉以来,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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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倡导“和合”精神。“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万物只所以能够生成,就在于天地的和合。和合就能达到
和谐,和谐就能达到团结。“和合”强调的是多元性、多样性。它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友
爱。和合不仅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也是韩、朝与日本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之一。 

 
韩国国旗的图案就体现了一种“和合”思想。日本的圣德太子所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也有“和为贵”的规定。日

本自称“大和民族”,并谓其民族精神为“和魂”。不过,“和魂”与“和合”还不尽相同。前者更多地强调“国粹”精
神,而后者更多地强调与其它民族和谐相处,体现的是一种协调、“共生”的精神。 

            
21世纪的东亚各国需要彼此和谐相处,而共同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又将为东亚“一体化”的趋势提供深厚的文化底

蕴。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圈”与今天东亚各国之间所形成的密切的经济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关系是未来“东亚一体化”的
基础。 

         
三、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基础  

         
从未来历史的发展趋势及国际关系格局的走向看,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力量必是“三足鼎立”。

即EU、北美及以中日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东亚一极”将在未来的“三极世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东亚作为“一极世
界”而成立有其存在的基础。 

         
（一）地缘政治基础 

 
“远亲不如近邻”。中、日、韩之间地理接近,政治上相互影响,经济上互相交织。其中一国有变化都会给他国带来

影响。相互协作是东亚各国发展战略要素之一。历史证明,和平就能是本地区发展,战争就会使东亚蒙受危机。「东亚一
体化」是本地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二）;区域内经济合作具有互补性基础 

 
区域一体化能够弥补全球化带来的不足和危险。没有区域一体化也就无所谓全球化。当然,全球化更不能搞成美国

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交流发展迅速。日本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水平与中国人力、物力资源相互
补充使本地区的合作前景看好。如果发展顺利,再过10～20年东亚经济圈将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圈。 

         
（三）共同的文化、文明基础 

 
以汉字及儒家文化为特点的东亚文明圏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道德价值观。这是「东亚一极」世界的文化基础。近

代西方的“经济理性”与“个人主义”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他以自我为中心,最终导致社会价值崩溃、个人道德
沦丧。因而,这种价值观无法成为未来世界的精神基础。儒家文化倡导集体主义、“社会理性”,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这
种价值观具有普世性,一定能为未来的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正如佛教不仅仅属于印度一样,儒家文化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是亚洲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儒家文明为文化基础

的“东亚一极”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