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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文明观 $从易学到
国际政治新思维% 有三个特点$

第一&体裁仿效!论语%夫子与学
生对答的形式'第二&用 !易经 %

的教导来解释政治 &提出 (知易
行易)'第三&书中由学生即黄田
园博士发问&引出老师成中英教
授的谈话&内容从!易经 %到 (新
新儒学*&到+

!

理论*管理学&再
到中西哲学与文化之差异等等&

道出了成中英毕生研究的心得,

成中英是美籍华人学者&哲
学家-易学家 -管理学家 &+第三
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现为美
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

他还是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国际
易经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
际性学术组织的首倡者与创立
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成中英在
夏威夷大学首创英文 !易经%哲
学博士班课程&促进了西方易学
之蓬勃发展&影响深远,近年来&

他出版了 !易学本体论 %!

!

理
论$ 易经管理哲学%!创造和谐%

!从中西互释中挺立$ 中国哲学
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 %!新新儒
学启思录%等著作,去年&成中英
荣膺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
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由此可见他
在这一领域成果颇丰,

该书的另一位作者黄田园
是成中英的学生&夏威夷大学政
治学博士, 他在国际关系学科的
理论创新研究中率先引入 !易
经%哲学思想&提出+!易经%国际
政治学*的概念并致力于用英文
创建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

书中的精辟之处&譬如西方
国际政治学仅谈硬实力 - 软实
力-巧实力&但从!易经 %中可以

得出的 +自然力 *-+智慧力 *与
+道德力*以及+天道*等&都是可
以弥补西方观念之不足的, 成中
英提出他的 +和谐化辩证法*以
针对西方的+冲突辩证法*, 由于
中国文化着重 +和谐 *&所以 &成
中英主张若能以 +和谐 *来改变
+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
逻辑*&世界将永享太平,

对于中西文化之差异 &作者
作了两点非常深入亦极为中肯
的分析, 第一&中西社会的人际
关系不同, 从!易经%来看&是先
有天地 & 然后有夫妇 , 有了夫
妇&就会有父子&有君臣 &等等 ,

所以&这是五伦道理之基础, 由
此&在中国社会就体现了道德伦
理的发展,由于人与人横向关系
需要+礼*与+义*来维系&所以 &

中国的 +礼仪之邦 *是靠 +内在
化*的规则来维持,相反地&作者
认为&西方因为有 +宗教上帝的
关系*& 所以在西方人与人之间
缺乏一种横向的感情精神沟通,

而宗教法规&+很快就变成了法
律 *&所以 &没有如中国五伦关
系之类的充分发展, 第二&西方
启蒙运动自约翰/洛克以后 &即
有政府需要人民 0即被统治者 1

同意的学说 &故有 +社会契约 )

的说法 , 当学生黄田园问及中

西在此点上之异同 & 成中英道
出了中西文化最基本之差异 &

曰$+契约)乃外在观点 &而中国
则强调内在的 +德化 ), 其差别
在于$+契约)是用来强制 -约束
别人 &而 +德化 )则重在起潜移
默化之效果 , 故孔子曰 +居其
位&而万物化焉),

回到前面谈到的+软实力)&

我想再加一脚注 &即西方对 +软
实力 ) 的认识是基于

"##$"%#&'(

0吸引别人的能力 1, 可是在中
国&+软实力) 依赖于 +身教)或
+宽厚)的道德力量0比如己欲达
而达人1来使人+心悦诚服), 诸
葛孔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将孟
获逮住六次&却都释放了, 到擒
他第七次时& 孟获甘愿投降&俯
首称臣, 试问&如此显示与运用
+软实力)&在西方哪里去找2

展现真善美
(((读散文集!月色中的栀子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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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荷的散文展现人生宏大的景
象& 从生活和创作中发现真善美&展
现真善美,

若荷生活在蒙阴的崮乡, 崮乡和
故土特殊的成长环境&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成就了若荷, 青山秀水赋予了
她超凡脱俗的灵性 &她的散文 &总是
在显性或隐性之中散发出一种特有
的韵味和灵性& 如同故里的游云-山
野的野菜 -崮乡的桃花 -山谷里的醴
泉一样清新-靓丽,

若荷创作非常勤奋 &相继在 !中
华散文%!散文选刊%!人民日报/海外
版%!中国青年报% 等国内外数百家报刊发表作品
三百多万字&先后出版!悠悠茶香%!像一片叶子一
样成长%!夜色中的栀子花香%等六部散文集,

若荷对大自然的感应是敏锐的, 她调动了女
性作家所特有的审美感官&包括听觉-视觉-嗅觉&

对大自然音籁和天籁洞察入微&然后以她形象化-

艺术性的笔触& 精心绘制出一幅幅美丽壮阔的散
文景象,我最早读到她的散文作品是!一声秋到%,

对于秋天的悄然莅临&若荷通过物候的征兆-节令
的变化和大自然音籁和景象的昭示& 经过她细致
的观察和敏锐的艺术感觉感应到秋天的生命脚
步,在散文艺术的原野上&若荷不为生活原状和自
然原景所束缚&既保持其原汁原味的特色&又加上
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 形成
了别具一格的散文风格,

若荷对于美学精神的坚守和散文文本的奋勇
开拓&使得她的散文之境曲径通幽&意韵深远, 她

从最初的乡村情境式
朴素叙写& 转向以抒
情为主的诗情画意式
写意型散文& 向艺术
纵深处开掘, 我印象
最深的是 !挂在墙上
的村庄%,若荷对于草

帽这个象征性的具象与乡土性的喻
象&铺排渲染&透过时代和乡村这个大
背景&来揭示草帽的美学价值&就有了
丰富的内涵与丰厚的外延& 乡风乡俗
乡土乡情铺展开来& 最后定格成墙上
挂着的一幅优美-灵动的画卷,

若荷在散文创作上追求 +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境界, 她的
散文以真为创作之本& 抒真性& 发真
情&铸本色, 而她的散文语言&是由心
灵自由舒卷出来的不绝如缕的情丝&

形成含蓄-丰厚和灵动的内涵&从而造
就了若荷独特的精神气质,

善是若荷人生追求的另一番境界,她的散文&

犹如一双善的眼睛&带着慈爱凝视着我们,这双眼
睛&带着博爱和温暖&让人在感动中读到若荷对善
的品格和境界的准确诠释,

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是指含蓄蕴藉-冲淡清
远的艺术风格和境界, 它以抒写主体审美体验为
主&追求生动自然-耐人寻味的境界&获得含蓄冲
淡-淡雅清逸的美感,若荷散文的美学特征表现为
自然传神-清雅淡远的意境, 她以简约平和-婉约
柔美- 清雅温情的表达方式传递着散文的芬芳和
美的情愫&绽放着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魅力,

若何散文创作的核心就是展现真善美, 读她
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她力求以唯美的
方式抵达散文的本质&在文脉中传递向上的力量&

在语境中显示散文的美韵& 在文本中投射出人生
的智慧和生命的光芒,真&是她的美学源泉'善&是
她的美学品格'美&是她的美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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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总体向好
(((读!发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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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艾凯曾采访晚年的梁
漱溟先生& 并将采访内容编辑成
书&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2%,时隔
近四十年& 我们能回答艾凯的这
个问题吗2伊恩/戈尔丁和克里斯/
柯塔纳在!发现的时代$

)+

世纪风
险指南% 中给出了与大部分人直
觉相反的回答$是的&这个世界总
体上正在变好,

对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而
言&世界的好与坏并无统一答案,

艾凯那本书原名为!最后的儒家%&

似乎给了我们比较悲观的暗示$

如果某种精神不再& 世界真的很
糟糕, 我们试图追问&艾凯这种近
似悲观的论调和!发现的时代%的
积极结论之间差异何在2

世界总体向好&为什么2!发现
的时代%从科技进步-人类共同体
更为紧密的联系-全球经济发展-

天才辈出等角度& 来论证当代世
界成就斐然, 作者称我们的时代
是新文艺复兴的时代& 各项指标
都可与上一次文艺复兴比肩,

大致上& 可把作者给出的那
些评判时代好坏的标准视为 +硬
标准*&它们可量化为实测指标,翻
阅此书& 我们会被那些踏踏实实
的统计数据说服 & 继而承认 $这
个世界变好了,各种硬指标的发
展就是世界变好的标志,在这个
意义上& 世界在事实层面的进步
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世界变+好*

的标准,

!发现的时代%指出&自第一次
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生活水平-

卫生条件- 财富水平等各项硬指标
得到空前发展, 人类平均寿命不断
增长& 平民生活水平比过去的皇帝
老爷还要高& 见过的世面比过去的
达官贵族还要多, 作者摘选的这些
+世界在变好*的标准&客观上适用
于每个人, 这种通用标准大概可视
为绝对或抽象意义上的 +好* 的标
准
<

它对任何文化-价值观中的人都
适用,反之&那些独特的价值观所认
为的好才是相对的& 它们仅在某个
群体中有效, 当然& 这世界上也可
能会有想短命- 穷一点- 生活条件
糟糕的人& 那么& 任何进步对这种
生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的确无所谓
好坏, 不难看出& 若改换思路& 不
预设任何价值观& 仅从事实的角度
看& 世界总体的确在变好,

但文艺复兴还意味着更高的
风险& 欧美的各种乱象让当代许
多人文学者忧心不已& 他们试图
从古代思想资源出发为世界乱局
给出自己的解答, 但我们凭直觉
可知& 古人有限的生活世界决定
了其有限的思想格局& 而现代社
会面对的问题比古代社会复杂许
多& 古代思想资源是否对当下有
用或许值得商榷, 换句话说&人类
共同体面临的问题& 无法从各种
地方性知识中找到答案,

以现代思维思考现代社会&即
便现代世界存在风险和危机&也只
能通过现代天才们发现和总结的
知识来解决,各种地方性知识无法
拯救当代危机,举一个大家都关心

的例子$全球变暖, 这是涉及环境-

经济- 政治等各领域的综合性问
题,如果按现代人所理解的多数前
现代部族的世界观&那我们应该践
行与自然和谐相处甚至 +天人合
一*的生态

-

价值原则, 这种想法有
一定道理&但如果止步于+天人合
一*的理念&人类文明仍然会因不
可逆的污染行为陷于停滞,根据气
候学家的说法&我们亟需发展地球
工程技术-碳捕获和储存等先进技
术来切实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含量,那些老旧的抽象价值观无法
面对现代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但作
为总的指导原则又太简单, 再者&

现代人对古人的世界观解读不免
有一厢情愿之嫌&想想玛雅文明的
消失以及我们黄土高原的形成就
知道& 古人更多的是竭泽而渔&一
个地方的资源枯竭之后再去另外
一个地方继续生存,

面临眼前的诸种危机& 有些
人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不再
抱有信心, 例如&人们近年来对全
球化热情不再, 但作者指出&反全
球化抗议者最终会伤害他们试图
帮助的绝大多数人,

部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的确
过于简单& 要么逆现代社会的潮
流而动& 要么试图回到古代思维
模式& 但古代思想注定带有时空
局限, 每一种古代思想都有不可
让渡的崇高和理想& 这些崇高之
物承载着时人的情感寄托, 如果
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试图回归并向
他人推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最
终的结果一定是诸神之争的局
面, 事实上& 目前面临的各种乱
局& 无不与各族群秉持各自独特
的价值观相关,

让我们再次回到文章开头的那
个问题$ 这个世界会好吗2 我想&

在这个充满疑虑的时代& 我们必须
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个世界一定
会更好, 正如 !发现的时代% 所
指出& 我们正处于第二次文艺复
兴时代& 现代文明的各种指标都
蒸蒸日上' 尽管存在风险和危机&

但我们只要相信文艺复兴中的众
多天才比古代先贤更能深刻理解
和把握现代社会& 这个世界自然
就会更好, 再者& 古代社会中的道
理大多已浸润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之
中& 说起理解& 一定是我们能理解
古代人& 古代人无法理解我们,

!发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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