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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仁道”思想，是可以成为全球化下促进世界各国求得共同发展所应遵循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了，新世界的发展决不是少数富国强国的求得发展，而是要求得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不仅是

发达国家要继续发展，而且要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贫国弱国求得更大的发展，这样才能使世界得到真正的繁

荣。当前的全球化首先是各国经济交往的全球化，世界已经形成为一个大市场，一个商品经济的大市场。在这全球化

的大市场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国际间的激烈竞争，但这种竞争决不能再重复那种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弱肉强食的

掠夺式的帝国主义所谓“自由竞争”。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世界各国不论强国弱国、富国贫国还是大国、小国，都

是国际大家族中的平等的一员。因此，当前全球化下的世界市场经济应该是平等的竞争，公平公正的竞争，在世界经

济交往中要遵循着互利互惠的原则，而富国强国更有责任帮助弱国贫国发展经济使之求得共同的发展，只有这样世界

经济才能得以健康的发展。要做到这点，我想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仁道精神、忠恕之道思想等等，则应大大地加以发

扬。中国儒家讲“仁者爱人”，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家亦讲“与善

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墨家更讲兼爱互利（“兼相爱，交相利”）：我想所有这些道德

原则和思想只要稍作重新诠释都应当用之于当今世界的经济交往之中，用之于市场竞争的“商战”之中，在世界经济

交往和竞争中，不可以不讲道德，不讲仁道，不讲诚信的原则，只讲唯利是图，不顾他人的死活，这样“竞争”不可

能不出乱子，它只会加剧世界的矛盾和对立，破坏世界的和平和秩序，直至爆发世界的战争。这样世界上不论富国强

国，还是贫国弱国，都不可能待到真正的发展，因此，只有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道路，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的发

展。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道精神，是完全符合当前全球化下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的。 

  其三，中国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对当今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化的交往与发展，亦有着主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她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一向是多元的文化。就上古时代讲，中国文化有着不同的地域

文化的区别，如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等等。就民族的不同而言，有华族文化与夷族文化等。至春

秋战国又有百家争鸣，有着众多学派只想不同。直到汉代虽为独尊儒学，儒家作为了官方支持的学说，但也并不是儒

家文化一统天下，当时的黄老道家在社会上的势力和思想影响很不小，同时在汉代还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宗教一道教，

外来的佛教亦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国内地。可见汉代的文化是一主多元的（一主指儒家，多元指黄老道家、道教、佛

教等）。自此之后，两晋南北朝随唐以降，儒、佛、道三教鼎足而立，三大系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

支柱。她们之间互相吸取，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长非短，共同促进，求得了共同的发展。当然各文化

之间亦有纷争，但总的来说，互相吸取、互相融合是主要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始至终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开

放的，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有如此的辉煌灿烂，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融合性、宽容

性。儒家提倡宽容、宽恕；道家更提出谦下宽容的思想，海纳百川的思想；中国佛教讲园融，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三教

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当然所谓三教融合合流。并不是要消除那一方，使具失去自己的个性和差异性，而是又要保持着

各自独立的发展，使儒、佛、道三教都得到共同的发展。这就是实现了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原则。我想这

种我国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在当前世界文化的交往中，为了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是有着十分重要

的借鉴作用的，是值得大力加以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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