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与儒学 > 历代儒学 > 先秦儒学

原始儒家的交往观——兼论其在全球化交往中的价值(丁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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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家的交往观， 是以“忠恕”为理论基石的“主体间性”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与

人为善的友好交往、诚与信为导向的诚实交往、“和而不同”的“适中”交往等内容。在全球化发展日益高涨的时

代，把儒学的伦理原则转换成主体间交往的规则，可能会得到多极交往主体的更多认同和选择，从而促进儒学走向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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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作为以主体间性为基本结构的活动方式，它是与人类所特有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发生和发展相依存的。自从物质生

产资料的生产活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之后，人类就凭借着语言符号系统而进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沟通和相

互理解。并通过各个历史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的认同而展示在他们的言论和著作之中。上述两种情况都是历时性存

在的客观物质活动现象或历时性存在的精神活动现象，这无论在今人或古人那里都是存在的；其差别仅在于古人的交

往活动和交往意识是自在自发的，而今人的交往活动和交往意识则是自为自觉的罢了。 

遵循上述理解，笔者认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家的交往观亦是“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的逻辑结构，其

中“忠恕之道”则是他们的交往观赖以构建的理论基石。 

大家知道，孔子降生伊始就以创立和推行“仁学”为己任。尽管人们对孔子的“仁”见仁见智，存有意见分歧，但

“忠”、“恕”二字却是把握其含义的关键。孔子认为“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

也》，下引该书只注篇名），“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仁”字的原初意义是表示人的宗

法互助关系，而孔子用“忠”、“恕”去诠释它，这就意味着“仁学”反映的是“己”与“人”的“主体——主体”

的结构。它的基本内涵即以人际交往实践为中介，将自我的反省（“忠”）转化为对他我、他人的认同（“恕”），

以实现主体间的沟通和理解，重构交往主体之间的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孟子没有像孔子那样直呼“忠恕”二

字，但他却由重视个体内在价值的自觉，指向了对他我、群体的认同，突出了主体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他敏

锐地感悟到：“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的“善”性。他所说的“善”性，

也就是内在于人的精神生命之中所固有的“仁、义、礼、智”的“四端”。但是，孟子并没有把个体的内在价值作静

止化判断，而是认为要把个体的先天的善性发挥出来，必须来一番“集义”、“寡欲”等自反自省的涵养、克己工

夫。这样，孟子便由突显主体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性，而与孔子的“忠”取得了一致。然而，孟子强调自我

反省、完善的目的，并非要主体成为“独善其身”的“隐者”，而是要主体成为“兼善天下”的“达者”。即所谓：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尽心下》）。这样，他便与孔子

的“恕”取得了一致，从而同孔子一样也把“忠恕”指向了“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 

应当承认，荀子主性恶、强调礼义法度等外在规范的作用，其与注重内倾性思维的孔孟儒学不完全吻合。但是，他在

重视个体的省察、涵养、完善，以及把个体价值指向对群体的认同方面，却依然是沿着“已”与“人”关系的思维定

势而运作的。他所说的君子“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荀子·修身》,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君子养心莫善

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不苟》）等，就把主体的完善视作德性培养的过程。而他所说的：“人能群，彼不能群



也”（《王制》）、“人之生”，“离层不相待则穷”（《富国》），则意味着主体的德性培养应归属于对他人、群

体的信任之中，应外化为维护群体生存的创造力量。因此，荀子的“群”与那种离群索居（“离居不相待”）的隐者

生活方式相对立，它是主体间相互理解与沟通的结果，是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他强调“群”的目

的，就是要通过对个体与群体的沟通、认同，化解个我与他我、个体与群体的紧张与冲突，从而在交往问题上表现了

与孔、孟相同的致思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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