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Ｎｏｖ．２０１８
第６期 （总２２８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６　

中国传统文化再诠释

两界学的问题、范式和界域：
从《两界书》论起

成中英

【提　要】《两界书》中的学术资源导向、生发、升华出一种文明沟通和文化融通的基

本认知之学、界限之学。两界学，简称 “界学”，是指存在、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界定与界限

之学。存在是一个域、场域、界域。就本体学而言，多元存在于二元的极限之间，而为一

发展的过程；多界也以两界为基础，呈现一个发展的空间；二元有一个内在的一为其根源，
永为发展的动力；中国哲学中，一阴一阳建立两个界域力量和性质，成为创造的力量。就

宇宙观而论，从一发展到多的过程，最主要是从一到二的过程；没有一的创发性或原动力，
就没有二的扩展性 与 差 异 性，也 就 不 能 产 生 新 的 一；界 或 两 界 是 哲 学 或 逻 辑 发 展 的 起 点，
一如何变为二，因此变为多，是概念与理论命题吊诡之源；中国思想家强调易之道，包含

了界、两界、多界的问题，以及因界产生的体、用、行等基本分别与统合概念，成功开拓

出东方哲学境界。在人性论与文明观方面，基本的界限或能够界定的事物或理念，决定了

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两界学可以成为文化哲学与文明哲学的关切对象；界域之分是创造

的机制，沟通和理解是最基本的创造要求。界学是文化发展中分合之学。总之，从 《两界

书》到两界学，基于界的认识来转化人的认知、展现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未来，方能更进一

步探索人类生命的根源、文明的出路以及人类的未来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两界书》　两界学　界　本体学　宇宙观　人性论　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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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界书》① 蕴含着丰富的古典文化宝藏，展现了一个丰富的哲学世界与文化生命价值，涉及到

对古犹太、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代经典的认知。作者以生动的文学笔法和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对人

类文明初开的心灵和自然生命的欲念进行了半寓言与半历史的陈述，非常明确地透露出人类对世界

万物的求知精神与生命价值的追求激情，因而也让人的身心陷入到种种存在的界限的概念网路之中，
借界限以凸显价值的理想、生命的境遇，同时也借界限显示了生命的有限性、生活的曲折性与历史

的诡异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能不说此一陈述必然导向我说的界定与界限之学，包含着存在的界定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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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生命发展的界定与界限，导向了知识的、历史的和文明发展的界定与界限，形成了文明领域与

文化发展沟通与融通的基本认知之学。由于所有的界定或界限都必须从两个基本界限的确立与发展

开始，故存在、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界定与界限之学也可名之为 “两界之学”。

一、界之含义

首先，我们应对 “界”有所认识，“界”，中文常指区域、范围或者边界。从 《说文解字》象形

来看，“界，境也。从田，介声。”① 田字显 然 表 现 了 一 个 区 域 与 范 围，也 表 达 一 种 限 定 与 界 定。在

《易经》中，《豫》卦六二爻辞曰：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其 《象》曰：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

也。”六二居中且正，故为吉象，也因此说明介之为界的正当性。
“界”、“介”通用，彰显了界的媒体与沟通作用，带来了两方或多方对沟通的喜愉，也发挥了界

定与范围的功能。因此，从易之 《豫》卦的分析，我们得出界的三层主要意思，即限定、边界和媒

介。这显明现象和真实世界特殊性质。现象虽缘于我们把事物看作现象，却是由相应的本体所引起

的。在本体之中，现象需要本体引起，又不脱离本体。现象是本体的显露。

现象和本体显然是不同的两个 范 围，有 不 同 的 限 定。两 者 也 有 关 系，一 方 面 分 为 本 体 的 现 象，

从本体观察现象，世界要从本体中观察，看它们之间分界、关系、整体存在的实况。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界”用在本体上有特殊的意义。

世界有时间性与空间性，也有其动态性与结构性，显示扩大的世界，称之为宇宙，可以包含古

今往来，上下四方，历史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就生物言，有动物界与植物界。从动物世界讲，就

有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动物和人类有其性质的差异与心智的高下。

在人的活动中，基于男女相交，子孙繁衍，遂有族群的形成，继有族群的分合，形成不同地域

的族群。族群活动范围日广、活动的内容日增，继而形成了整体的社会，以至乃有不同层次、不同

范围、不同主题 与 目 标 及 功 能 的 活 动 世 界，如 经 济 世 界、政 治 世 界、学 术 世 界 和 教 育 世 界 等 等 的

差别。

这些领域是需要人们从经验、从概念、从历史与从理论来加以界定的。一经限定，每样事物各

有其定位，却又与其他事物形成一个概念网络相通或重复的理论体系，动物不能说是人，而人也不

能说是动物，但人仍是一个灵长动物之最为灵长者。从时间来讲，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我们

区分现世时间与现世时间的超越，我们则可以用语言或非语言指涉一个超越现世的存在体，名为上

帝或某一神祗。

从超越的观点看，人的生命有无超越的生命源头与价值和目标显然是一个信仰问题，当然我们

也能想象此一个先验的而超越的存在体，但我们的想象却必须以现实存在作基础。一个生命世界可

以有不同层次，甚至可以通向一个救赎生命的源头。在人类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此一超越存在体

往往为宗教的信仰。但仅仅 信 仰 就 能 成 为 超 越 存 在 的 载 体 吗？当 然，就 生 命 本 身 的 内 涵 需 要 来 看，

超越自然也是一种自然的需要，因为现实的不完美需要一个超越力量来解救或改进。

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反思自我，激发创造之力，因为进行了一个自我创造和自我修持，用人的

力量来改善现实，似乎更为直接，因而也不必仰赖超越的力量。物质世界没有生物学上的生命意义，

但我们却可以理解生命发生的物质条件。现在的生命科学里如果不承认生化的基本因子，则不能构

成真正生命存在的界定。生化的基因何来？想象其为内在于物质存在的底层如宇宙之潜能层次 （已

非物质或静态的物质）也是可行的。如此，自发的生命活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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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不同世界之间有结构的不同，但在时间上可以有阶段性发展的不同。

微观的生化基因可以形成一个宏观的万物世界，然后进化为具有生命性的生物世界。假如进化是可

以接受的概念，从初级植物进化到高级植物，从初级动物进化到高级动物，显然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每一个界有它自身的、一定的稳定性，但它存在的边界却不一定是决然划分的，亦即从初级生命到

高级生命的发展可以是一个连续体，但也不妨碍其有断层。

在对界的复杂认识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对界的划定。从本体形而上学的眼光看，人的存在

或者任何东西的存在，都可说在存在之域里面。既然存在是一个域或场所，存在的界域如何与非存

在的界域对比，非存在如何界定以及能否有界定，乃是一个哲学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把所谓无或非存在 （非存在世界ｎｏｎｂｅｉｎｇ）当作太虚，把存在当作实体，我们可

以逐渐形成一个可说的非存在概念，但如此太虚也不一定要被视为终极的非存在的概念，乃是有和

无之间的界定而已。终极的无与终极的有，有界和无界，乃是不可言的。有界有不同的有，无界也

有不同的无。

界具有本体性。这可以同时从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经验来认定，亦可理解为由人的认知力来决定，

因为，我们可以凭借直觉和概念来界定它。界既然来自于界定，我们怎么界定一个事物，显然必须

经历一个从经验到概念的过程，或一个从概念到经验的过程。

从本体上说，我们要从一个本源的立场上讲，然后形成一个有内外之分的整体存在的体系，也

必须有这样一个客观形成 的 过 程。这 也 是 一 个 心 灵 认 知 的 过 程。从 逻 辑 上 讲，我 们 叫 界 说 为 定 义，

从意义角度来说明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根据客观事实，产生真实的定义，由于我们可以用我们

的辨别能力来了解外面的事物，我们能够获得外在世界的资讯，做出有关存在的判断。

佛教里面有所谓十界，即地狱法界、饿鬼法界、畜生法界、阿修罗法界、人法界、天法界、声

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和佛法界。前六项称为六凡，后四项称为四圣，合称为六凡四圣。这

是一种界定，基于对所谓存在的世界、人的生命世界产生的辨识与对世界层次的认知。

世亲 《百法明门论》所说的百法应是更细致的分界。至于天台宗智 大师说的 “一念三千”所

涉及的法界，则非一般心智能够辨认。《心经》中五蕴、五尘，产生五识，也是一种界定。要超越五

识并非难事，但要超越生老病死，打破轮回，却并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能。

这就涉及到如何修行与成 就 问 题，这 也 正 是 世 界 上 的 传 统 宗 教 所 关 注 或 所 预 设 的 超 越 性 问 题。

什么使人得以超越时间、世间，什么使人得以打破自然与人为的界限，这应是一个本体哲学所必须

面对的问题。佛教对其所谓法来说，是相对哲学思考中作有意识的辨别而言的，以意识之力投射到

客观世界建立界或打破界。

康有为 《大同书》提出世界 上 有 九 个 界，即 国 界、级 界、种 界、形 界、家 界、业 界、乱 界、类

界和苦界。他的目标是打破九个界，实现大同世界，尤其打破家界和种界，呈现的是乌托邦的世界。

对于实际的社会，必须发明新界来取代旧界。但往往是旧界的积习太深，难以改变，新界缺少助力，

难以为继，只能持续努力改进，持久用功，方能抵于成。

二、界之本体学

界从意识产生，可以被打破，也可以被融合，可以存在于难以打破的现实和现象之中，而为一

可追求的价值，如真善美。界与界之间，有的可以并存，有的不可以并存，真和真的否定，善与善

的否定，美和美的否定，逻辑上矛盾，不可以倶存。但是真的事物和假的事物 （假造物），善之人与

恶或伪善之人，美之人物与丑之人物，却可以并存，或相对立。虽然我们可以相信正面的价值最后

必然胜出，但一时之间，却不尽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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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的现实。历史是真理的教材，但人们是否记取或记得历史，却是对人的考验。因而半

真半假，似真还假，在人的认知与选择中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要人的深刻反思与鉴定。真假之间，
是非之间，善恶之间，美丑之间，往往只能选择其一，这是二元逻辑，需要人的知的自觉，有时也

同时需要人的良知的自觉，才能正确地做到。若就物、事客观而言，则有多元逻辑的存在。
多元存在于二元的极限之间，而为一发展的过程。多界也以两界为基础，呈现一个发展的空间，

以包含多种的可能性。二元以一个内在的一为其根源，内在于时间而不受时间限制，是为内在超越，
永为世界发展的动力。至于二元经多 元 的 发 展，是 否 有 一 超 越 一 切 的 外 在 之 终 极 目 的 因 或 存 在 体，
西方的宗教是肯定的，但东方的佛教或儒学，则以为外境实为自性所投射，成就终极理想仍在自我

之内力。在中国文化哲学传统中，阴和阳是两个界，根植在一阴一阳之道中，因为阴阳的终极意义

来自气学，气有阴阳，源于太极而为太极的两个功能，一创建一滋养，《易传》之所谓 “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大哉坤元，万物资生”，《道德经》所谓 “道生之，德蓄之”，都在表达此一阴阳创造万

物的生生不已的功能。阴阳合为一体，创生新事物，也就创生了世界，因而所有事物都从阴阳变化

而来。
但就人或人类的具体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基本的二元意识，涉及到界的二元或二界分别，

亦即真假或者是非善恶的分别，此一分别的合法性往往要求真诚，要求理性，甚至要求智慧作为其

条件，因为它实不同于上下左右的分辨，只根植在人的知觉或感觉之中。
如何提升个人的心智，磨练人的性情，培育人的良知，进而透过教育与教化，提升一个族群与

社群，促进文化的活动，催化文明的结晶，走上一个社会发展的正轨。一个社会，犹如一个人，有

一个终极的根源与根据，基于一体二元的动力经多元空间的发展，趋向一个终极的美善真境，也就

是人类历史应有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不但能反思人类的生命根源，能观知人类的实际活动以及其活动是否

合乎正轨、其追求是否合乎常道与理性，也能以历史的智慧与生命的内力前知未来，并从未来中择

取营养与启示，以矫正方向，以增进信心，以坚持理想，庶几以成，当是自然的，也将是必然的。
二界多元之间不但能够沟通，也可以超越之、融合之，让好事物发展起来，不好的事物将会消

解下去。人类的历史如此显示，当前的人类处境也不外两界与多界之困境，当然急需化解、转化与

提升。也许人类的问题在有无智者、仁者与勇者。
从上面所谓界的意义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典包含 《易经》《道德经》等对有关界的多

种含义说明。界是非常丰富的概念和多元的内涵，其中每一项所说的范畴限定、界入、中界、界定，
都可以不断延伸，都有具体用意，代表了客观形势存在的差别，或者一种认知或思想的界定，值得

我们更深入探讨。
所谓界，在本体上英文可以表达为ｒｅａｌｉｔｙ（真 实），ｒｅａｌｍ （境 地），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现 象）或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方 面）等。作 为 认 知 的 活 动 则 可 表 达 为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定 义），ｍａｋｉｎｇ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区 别），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划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辨别），也可以表现为ｂｏｕｎｄａｒｙ（边界），ｌｉｍｉｔ（限度），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ｎｇ（界接），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介入），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ｋｉｎｇ （连接）……从认知的观点讲，它代表存在事

物关系、事物质量、方向、出发点、目标、架构、方法等等差别的认识，说明这个世界不管从存在

结构、发展结构或者概念分析结构，还是建构结构和评价结构，都无法离开界的概念，代表一种界

限：空间、时间、人的位置、人物的差异、分类和对价值目标的内涵的认识或理解、建构与解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讨论界的可能性和实现性，代表一个现实或理想的世界，从一发展

到多的过程。最主要是从一到二的过程。一代表整体，包含一切。从世界发展的意义或者价值的实

现来看，从一到多的发展是必要的，增加知识价值方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一到多必须有从一到

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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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多的起点，每一个二也是多的起点，因为二源于一。《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二可以生出另外一个二以及他者。第一个二表达分化和差异，这里有很深的含义。分化和

差异可以产生新的事物，差异合二为一可以有新的事物出现，第二个二则生三，既代表分化，也代

表新的综合。根据这样的认识和了解，我们看到界涉及到一源两元整体论和一元两体或者两性或者

两区、两值等认识。

如果我们把界作为基本的哲学命题和哲学分析必须考虑的对象，说明世界之由来和形成的过程，

当然我们必须考虑二的重要性。前者提到 《易传》言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可以说是对两者性质

存在状态活动力量的认识，实际上阴阳代表整体的气的状态的相互基本关系性，基本关系性形成了

阶段产生的状态，而持续状态既是差别又是关系，又互动而相互转化、创生和发展，代表存在的发

展的状态，所以说一阴一阳建立两个界域力量和性质，成为创造的力量。

因此，我们对界的认识，乃在存在、知识、认知和评价方面的作用。更具体地说，我们必须考

虑到根本的界的认识，即界之本体，包括两个界的对立、相互影响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对此，从两

界范式去分析，我们可以推出界之本体之学为两界之学的基础。凡是深入两界发生与两界关系的认

识，其研究不管在中国或者西方，都与基本形而上学有关，都是本体存在发展的根本模式。

三、两界之学与界的宇宙观

两界之学包括界的分析、延伸或者发展，任何事物都可以纳入到两界学的讨论之中。两界在具

体事物存在或人的生命活动与社会秩序中呈现或体现不同的模式与状态，两界研究应该诠释主客观

事物的定位与其之间的关系，说明主客两界所包含的各种差别或层次和面向。

从界的概念的分析到两界之学的界定与两界之学的建立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两者都是任何一个

学科必须涉及到的基本区分与差异化的原则。所以界学或两界学，是基本的哲学学问，存在于本体

学、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理论体系之中。其中的问题从中国哲学看，一定要面对一与二、一与

多的关系，重视存在与非存在、有和 无 的 关 系，重 视 真 相 本 体 与 现 象 表 象 的 关 系，重 视 一 包 括 二、

二合为一的辩证关系。

张载说 “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① “一故神，两故化”，在 “一”

之中产生创造的活动，实现创造之基的活动。二故化，则阴阳和合，一阴一阳之道化生万物。张载

“一故神”中原始的一比如元气，能够产生阴阳之道创生万物，这就是神，由一变成二。更进者，二

变成一，二在变化中找到一的整体，是新的化境、界限、事物、结构，包括新的界域，也具有创发

于有无之间的意义，此即神的含义，神 是 变 化 之 基，化 是 实 际 的 变 化。没 有 一 的 创 发 性 或 原 动 力，

就没有二的扩展性与差异性，也就不能产生新的一，这是所谓两界学必须考虑的问题。

界或两界是哲 学 或 逻 辑 发 展 的 起 点，在 西 方 早 期 帕 尔 米 尼 底 斯 （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毕 达 哥 拉 斯

（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赫拉克利特 （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ｕｓ）等特别关注此一方面。之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

近代的笛卡尔 （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康 德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黑 格 尔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
ｇｅｌ）、胡塞尔 （Ｅ．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莫不如此。他们都强调一的存

在的重要性，一 如 何 变 为 二，因 此 变 为 多，是 永 久 的 哲 学 命 题，而 且 是 概 念 与 理 论 命 题 出 现 吊 诡

（ｐａｒａｄｏｘ）之源。西方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必须考虑此一现象，尤其是古代的柏拉图和近代的黑格尔。

中国哲学尤其 重 视 这 个 一 与 二 或 一 与 多 的 统 一 问 题。最 开 始 是 易 学，强 调 变 化，定 义 变 化 为

“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 变 化 之 道 或 易 之 道 的 概 念 问 题，自 然 包 含 了 界、两 界、多 界 的 含 义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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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界产生的体、用、行的基本分别与统合概念，并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具有重大与深厚的存在变化的

符号体系，体现了 “２”的乘方的无上限的扩展性，同时作为人们诠释时空中事物发展的空间，纳入

易之变化哲学之中，开拓出新的哲学境界，构成对人的合理认知、正确判断与有效行动的考验。

四、界的人性论与文明观

显然，界对人的文明历史、文化社会的认识与评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人的存在有别于其他动

物的存在，由于环境的影响，人的文明开始后，产生多元的、不同的文化，甚至取向于基本前提相

对立的文化，表现一阴一阳的内部结构。当然，不是任何文化发展都有内在的形而上的结构，需要

文化自身体现以及自觉才能更清楚地掌握其中的意义及价值。

举例来说，人之性与心的差别和关系在中国哲学中是清楚的，但到西方哲学中却不很清楚，人

性之为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需要深度说明，而英文中的ｍｉｎｄ或ｈｅａｒｔ，是两个不同的界，但在中国心性哲

学中却体现了一种内在的统合性。我最早把中文的心译为 “ｈｅａｒｔ－ｍｉｎｄ”，以彰显一体两能的中国哲

学之体验与概念化。

总而言之，界学、两界之学的应用非常重要，尤其对今天文明的成就和文化的发展。它可以揭

露和说明文化发展之后，显示充满丰富复杂多彩多姿的文化状态和形式。这涉及到人们在文化发展

和文明进步中 的 不 同 活 动，包 括 对 宗 教、生 活 和 伦 理 规 则 的 界 定，价 值 理 念 的 规 范，生 活 方 式 的

选取。

同时它也可以针对各种发展的事态、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中或文化间的冲突、矛盾、纠纷和争斗

寻求解救之道。更有进者，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人类长远的存续与繁荣，都需要一个领导者

在不同领域中的进退取舍，都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都涉及到对界域的认识。

从哲学角度看，基本的界限或者能够界定的事物或理念，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各种事件

的可能。因此，一个界定之学或者两界之学可以成为文化哲学与文明哲学的文化关怀、关切的对象。

在文化冲突或者文化发展差异中，我们可以自觉了解为什么有冲突，人类为什么有认知差异以及价

值选择的差异。界域有助于人类做出新的选择，对解决人类文化问题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文化界限生成的概念涉及价值以及范围的认定，显示出界限所涉及的领域分野可以有不同的关

系。显然有些界限或界域形成之后，就很难取消，而人们陷于其中，受其影响或制约。情感、理性

和欲望，是人的心灵和身体所经验的不同的界域，只能顺着内在的规定来完成。人类当然应能认识

界域之分可以是创造的机制，可以建立有无之间、阴阳之间的互动。事物之间互补关系，有助于对

两界域的沟通和融合。

有的界域具有本体的决定性或 绝 对 性，因 而 难 以 打 破，如 男 女 性 别，在 一 般 情 形 下 必 须 维 持。

但有的就可以打破，尤其是人面对制度，有些不合理的社会或自我限制，在政治或者经济上，都是

可以改变的。如男女不平等的待遇与态度，是急需也能够改变的。

界域之难以取消，只能顺其自然地获得超越，不能完全取消。人的终极生活目的在于追求自由，

不受界域限制，超越界域创造合适的界域。但是实际上，人类历史显示人可以不断超越，却不可能

完全脱离自然的客观的界域，因为人们必须遵守时空的界限。总而言之，从人的生命发展或人类文

明与文化的发展看，人之个 体 或 群 体 所 面 临 的 界 域 有 的 需 要 打 破，有 的 需 要 超 越，有 的 需 要 维 护，

有的需要沟通，有的需要融通。

现代人类重视沟通、媒介和融合。人类的文明冲突，在不同传统基于不同界域产生的差别，首

先我们要进行沟通。文明有冲突，当然也有和谐，需要在人的发展中形成互动互补关系，产生沟通。

沟通固然在于理解对方，对话则可以增进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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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接受对方，形成共同存在相互补充的愿望和学习态度，这往往说明只有把事物看成部分

与整体的存在，部分分野有其个别的功能，只有相互补充才能完整，在界域中实现融合，在融合中

实现完美。因此，沟通和理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以化解存在的具体的冲突和矛盾，理解之后双方

掌握全体，产生新的规范和合作方式，完成新的生活的规划或文化发展的规划。

所以，界学是文化发展中分合之学，合而能分，分而能合。从历史考察中，我们看到自然发展

之分与合。在人 类 危 机 和 全 球 化 发 展 中，人 自 觉 主 动 遵 循 整 体 的 和 谐，实 现 各 自 独 特 的、差 别 的

存在。

以上所说，是我所看到 《两界书》中的两界论引发的哲学思考。因为这本书本身有哲学的认知、

体验和对历史丰富的认识。从对两界的深度认识看，可以说作者是文化学家，也可以说作者是哲学

家。作者对文化省思的幅度与深度在近代学者中是少见的，在近代出版物中也是少见的。

从 《两界书》到两界学，基于界的认识来转化人的认知、展现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未来，需要丰

富多元的历史眼光，需要世界历史的框架，更需要中西哲学的深度智慧，以及重大文化传统中文化

智慧与价值的统 合。如 此 方 能 更 进 一 步 探 索 人 类 生 命 的 根 源、文 明 的 出 路 以 及 人 类 的 未 来 的 根 本

问题。

五、两界六观的界域融合学

我读了 《两界书》之后，最大的感想：这是超越时代的一本兼文学历史与哲学的、融汇中西历

史与哲学问题的顶尖著述。此书的叙事形式基本上是文学的，但具有历史的深刻含义和哲学的启示

性。对今天不同宗教传统也有重大 意 义，尤 其 对 中 国 走 向 关 怀、改 善 世 界，使 得 这 个 世 界 更 美 好，

走向真正的全球文化与文明，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体现在书的最后部分。
《两界书》的第一部分显示人类从何而来问题，重点在利用希伯来—犹太的神话文明说明。这个

认识也间接说明中国文化对天的认知的重要性，可说是用希伯来—犹太文明彰显中国文明。

第二部分就希伯来—犹太的圣书显示人类生命、人类族群与人类文明中各种问题，从种族形成

与分化到新的组合，最后产生因土地分割、人的欲望、历史的遭遇、自然的境遇的种种矛盾与困境，

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

这也是历史发展所经过的历程，显 示 人 类 内 部 的 缺 陷，也 启 示 了 人 类 价 值 理 想 的 需 要。显 然，

人的选择、自我控制和追求德行很重要，创造好的文明，在于塑造好的人的品质，也在于锲而不舍

追求真善美和良好的社会道德。

最后说到人的未来，该书的第三部分具有深厚的世界眼光，提出文化哲学的问题。《两界书》提

炼出六种基本价值概念以对应人类危机的形成。我们首先看到以道为先的基点或起点。道的价值显

示全面发展的可能。之后是信约的价值，是为 “约先”的观点，从约定、信仰、信念、信心的观点

看人需要做的事，等同把希伯来—犹太的宗教立国精神作为文化发展参考的一个对象或因素。

宗教有信有约，彰显了信与约的重要，但所信所约可以是更为普遍性的道德价值与精神，需要

自我觉知，而非关于神祗的承 诺。这 就 反 映 在 有 关 “仁 先”的 观 点 中。孔 子 讲 仁，回 到 人 的 本 体，

显示人的行为规则，指向人的生命理想的天人合一之道。

信是约，代表了希伯来—犹太文明，基于对上帝的约定，反映出契约精神的动力，是基于对上

帝的信念发展文明。亦即基于人的需要，追求人的目的，用上帝来保证理想的追求。这个基本信念

要求不能变更，是西方文明重要的基石。与西方神学信仰相应与对照，是儒家仁道精神，仁是内在

于人之性中对所有人的基本关怀，并可扩大成为与天地为一体的生命感情，也是可以参赞天地的创

生之心与行，和基督教中人因上帝之爱人而爱人如己有根本差别。儒学君子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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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恻隐之心、仁爱之心解决文明发展的困境，其作用或当为人类全球化指明方向。

继基督教之信与儒家之仁之后有法的观点、空的观点和异的观点。三者具有在一定时空与环境

中先天的需要性与后天的 必 要 性，乃 为 任 何 文 化 重 建 所 不 可 忽 视。法 是 立 法 制 度，空 是 放 开 消 解，

不要执着，为求悟境之所在。异则为科学理性对客观世界不断发现的认知。

法显示具体的规定限制，有的界需要打破，有的需要界定。法在东西方都有体现，如西方孟德

斯鸠所著 《论法的精神》所示，法律具有保护人的自然权利的力量，故而需要使其成为公共的政府

功能，取得立法、司法与行政的制 衡。中 国 有 礼 制，到 荀 子 提 出 以 礼 为 基 础 的 法 制，以 化 成 天 下，

但仍然强调人之修己立德最为重要。秦始皇把法变成私法，为个人专权统治命令之法，不能体现领

导者对社群、对族群的关怀或向往，这 是 问 题。中 国 对 法 的 认 知 显 然 需 要 更 好 发 挥，如 《两 界 书》

所提示。

空是佛家的说法，以为世界最后都走入轮回，只有修持佛性，无有执着，方能进入空无或寂灭，

获得解脱。佛教 强 调 要 解 决 人 的 四 根 问 题，必 须 不 执、无 住、无 念、无 欲，方 可 制 约 痛 苦 和 灾 难，

方能超脱生死，消解烦恼。此 一 修 持 也 可 以 解 说 为 寻 求 清 静 洁 净 的 人 生，透 过 空 的 智 慧 超 升 为 佛，

或为救世济人的菩萨。如此 空 变 成 了 生 命 的 价 值，与 生 命 的 有 不 相 矛 盾，而 为 对 有 的 转 化 与 净 化，

化痛苦的有为极乐的净土，这是中国佛学的重要意义，并非以达到一己之寂灭为终极目的。

至于异，则代表了变异、变化，它是对本原的变异，对定规的悖逆，既是对本体的背反，也成

为本体的一种本质属性。异是一个重要的、独造性的哲学范畴、认知方式，它揭示了事物本体的变

异性和不确定性，对于人们认识世界的复杂性、变异性、不确定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曾把 《易经》之变易解说为变异 （参考我的著作 《易学本体论》①），异就是差别，在差别中实

现统一性和恒久性，实现恒久之道。一成不变反而不能化生长久之道，“变则通，通则久”，不变无

通，一成不变不能体现内在的不变性。《易经》有雷风 《恒》之卦，雷和风二者同时发挥，推动宇宙

动态的发展和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出异的重要含义。

结　论

总结上述六个哲学观点及其相互会通，我们看到此六个观点构成并丰富了一个文化智慧的圆融

系统，说明人的发展基本方向和需要同时考量的基本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正是人类历史文

化传统的精华。就世界文化而言，我们也可说 “道先”代表道家宇宙论说法，道也代表易，代表从

一到二而多丰富的创造发展过程。道产生德，是道的内化于每个人与宇宙事事物物的性能，在各自

的环境中，做到 “道并行而不悖”并进入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境地。

这六大观点或要求假如没有本体的解释，会产生多种难以化解的冲突。从中国哲学和易学所包

含的儒道佛，加上我们对希伯来—犹太思想和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正确认识，我们实际上看到一个生

命、多项主题存在于一个有机体之中，有如人之经络脏腑，相互支持，相互维护。而整体的生命则

是 “道可道，非常道”，是对真实本体 的 深 刻 感 知。但 我 们 仍 可 以 从 不 同 方 向 加 以 理 解、整 合 与 诠

释，这是本体诠释学的要义。

在整个意义上，两界之学导向了本体诠释学，也导向了易学，而同时，易学与本体诠释学又揭

橥了两界之学，并凸显了 “六观”或 “六先”的十分重要性，更透视了 《两界书》哲思中的一个圆

融的人类文化体系，成为两界之学的基础。《两界书》这本书启发了这些论述，因其蕴含的文化生命

智慧，实为人类生命的共同体提供了绝好的借镜。为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此书值得中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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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尤其值得文史哲界学人，进行人类文化价值与历史智慧走向的省思、研究与挖掘，并由此出发，
更进一步探索人类原始、人类创发的生命过程与人类的未来。这也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及哲思照

亮世界的契机。

本文作者：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终身教授

责任编辑：周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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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1935年11月8日(农历9月29日)诞生于南京，祖籍湖北省阳新县。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世界著名哲学家、著名管理哲学家，C 管理理论创立人，

被公认为是 " 第三代新儒家 " 的代表人物。自 1983 年起，执教于美国夏威夷

大学哲学系，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曾多年担任耶鲁大学、

柏林大学及牛津大学等校哲学讲座教授。

早年师从一代哲学宗师方东美先生，后入哈佛大学，师从 20 世纪最重要

的哲学家之一、分析哲学大师 W.O. 蒯因。

1955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 年获华盛顿大学逻辑学与哲学硕士学位，1963 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

博士学位。

成中英教授是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CP，1973) 创刊主编、美国“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

创会会长、“国际易经学会”(1985)、“国际儒学联合会”(1993) 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

成中英教授研究领域很广，主要为: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成中英教授中西兼治，古今互诠，

重视方法，肯定本体，建立体系，在全球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

建中国哲学，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路径，促进了中西哲学的深入交流。深入西方哲学

的核心，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动融合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创立。成中英教授对中国易学哲学与儒家哲学

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其他研究领域如中西语言哲学、本体学、本体诠释学、整体伦理学，康德研究也多

有建树。

成中英教授也是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的开创者，其所著《C 理论 : 中国管理哲学》，创导动态和谐辩证管理，

为综合创新中国管理哲学的奠基之作。

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成中英教授，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四十年来有效的推

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学术上致力中国哲学（本体学、诠释学、逻辑学、道德哲学与管理学）的理

论发展与综合创新，并从事中西哲学各方面的比较研究，促进了中国哲学究的方法意识，提高了中国哲学的国

际地位，对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做出卓越的贡献。创发本体诠释学，融合易学、康德、伽达默尔与蒯因等哲学思想，

海内外影响深远。中西哲学学术著作三十余种，如：《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归纳

法理论研究》《世纪之交的抉择 : 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文化·伦理与管理》《C 理论——易经管理哲学》

《戴震原善研究》《论中西哲学精神》《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创造和谐》《本体与诠释》《从中西

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易学本体论》《皮尔士和刘易斯的归纳理论》等，另有《成中

英自选集》《成中英文集》（十卷本）、《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李翔海辑）等，学术论

文 300 余篇。

近十年来历任国内与欧美著名大学哲学客座教授、讲座教授，经常到中国各地参加学术研讨会、高端报告

会，为高校师生做学术讲座。

（周勤勤）

四十载风雨兼程，弦歌不辍；几代人砥砺奋进，铸就辉煌。2018 年 10 月 13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建院 40 周年庆祝大会在良乡校区隆重举行，各级领导、嘉宾、校友和在校师生代表欢聚一堂，共襄盛典。

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博士生导

师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

成员、博士生导师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

院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

师王洛林，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

东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

员、博士生导师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副院长、党组成员、博士生导师武寅，

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戴俭明，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院长黄晓勇，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委书记陈清，中共房山区委副书记、区长郭延红等领导出席大会。

故宫博物院、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工商大学、首都师范大

学等单位的领导，良乡高教园区管委会的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领导

及部分专家、学者，各级各地校友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校师生代表共同出

席庆祝大会。

庆祝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临时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博士生导

师张政文主持。

随着雄壮的乐声响起，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张政文介绍了出席庆祝大会的领导和嘉宾，向在建院 40 周年之际给我院发来贺信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恭王府博物馆等单位表示感谢。同时他代表学

校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校友表达了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黄晓勇代表研究生院致辞，他回顾了四十年来研究生院走过的风雨历程以及取得的累累硕果，并对各位校

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表示，在社科院党组的领导和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校友和社会各界

朋友的支持下，研究生院全体职工将凝心聚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贡献

更多的智慧、流淌更多的汗水。

研究生导师代表张伯江、教职工代表赵一红、港澳校友代表施天艺以及在校生代表方正相继发言，分别向

研究生院 40 周年庆典献上了诚挚的祝贺。

在校生代表向导师代表和老教职工代表献花，对他们为学校建设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李彦冬作为研

究生院离退休教职工代表发言。

大会还举行了校友捐赠纪念品仪式，研究生院1998级博士研究生江铭强校友、首届硕士毕业生寇孟良校友、

新闻系李东东校友分别向母校赠送纪念品，对母校未来的发展寄予美好祝愿。

在庆祝大会上，李培林代表社科院党组对研究生院建院四十周年表示祝贺，指出：四十周年庆典既是一个

历史时期的结束，更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研究生院站在四十周年的新起点上，要顺应时代，旗帜鲜明地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教学及科研工作 ,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谱写出新时代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篇章。

王伟光指出，研究生院作为我国培养高层次社科人才的重要基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未来的发展、

建设中，研究生院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承四十年来的优良

传统，与时俱进，真正将学生培养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努力把研究生院办成培养

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和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的重要基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在全体合唱校歌《人文之光》的歌声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 40 周年庆祝大会圆满落幕。

（校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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