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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冶与“行大道冶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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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道冶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 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冶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冶之

“性冶、“万事冶之“理冶、“万变冶之“律则冶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

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 “大道精神冶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 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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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道冶可谓

是其精髓与灵魂。 大道哲学或大道本体论的精神,
就是中华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

本精神。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真、善、美不断战胜

假、恶、丑的斗争史,亦即“大道冶、“正道冶战胜“邪
道冶、“歪道冶的斗争史。 笔者基于对中华大道精神

要义的认识与理解,针对当今国内外形势,认为复兴

与弘扬中华民族的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有较

强的现实意义。 弘扬大道精神,力行大道,可以从不

同视角或不同层面阐释与践行,本文提出以下四个

方面,抛砖引玉,以期学界讨论与指正:弘扬敬畏天

地自然之道,防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确保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的“地球村冶里,当行“和谐之

道冶,让世界各安其位;面对世界“多极冶化,牢记历

史的教训与启示,倡“王道冶,抑“霸道冶;欲世道变

好,当以“君子之道冶为“伦理罗盘冶,让人由“聪明冶
变为“明智冶。

一摇 “道冶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魂

在中国,乃至受华夏文明影响较深的东北亚和

东南亚诸地,大凡稍明事理之人,无有不言“道冶者。
人们在平日的交流言谈中,常会听到:“那时世

道很好,路不失遗,夜不闭户。冶 “这两年天道不好,
农业欠收,农民生活困难。冶“某县长深谙为官之道,
履职 5 年,改变了全县的面貌。冶 “这位校长治校有

道,深受家长和学生的称道与敬重。冶 “他在乡里横

行霸道多年,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冶等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冶、 “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冶、“天道酬勤冶、“道济天下冶、“孔孟之道冶、“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冶等等,可谓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当人们从高处、大处议事评人时,则常会提及

“治国之道冶、“为政之道冶、“经商之道冶、“为师之

道冶、“为人之道冶等等。 道理、道德、道义、道路,天
道、地道、人道、世道,正道、邪道、王道、霸道等等名

词概念,或本义,或引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
时无处不在涉及和运用。 一个“道冶字,往住表达着

诸多的难尽之意,但听者或许都能明白,乃至联想到

所说的一系列隐含于“道冶之中的内容。 这就是中

国之“道冶的非凡魅力。
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因时先生说:“如果

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

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爷讲
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 如今我更

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爷,中国对抗

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冶他还从中西文化比较中

看到:“相比之下,‘道爷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

与人的世界不远。 但‘道爷的观念也是由轴心时代

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
他们一致认为,‘道爷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

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

‘道爷,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爷。 轴心时代创生的



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和‘道爷的观

念,几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

来,要说‘道爷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明(注:原文为‘文
民爷)的内在与外在也不为过。冶 [1] 在余先生看来,孔
子思想和“道冶的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无时不有,无
处不在(无远弗届),是“道冶与历史构成中华文明的

“内在与外在冶。
总之,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中,“道冶这个

概念,无论在官方、在民间,还是在学术界(无论学

派),但凡要寻根究底,或瞻前顾后,最终都要归复

于“道冶。 真可谓是:道不离人,人不离道;道不离

事,事不离道。 “道冶是人类思想文化最伟大的“原
创冶,是认识自然与人类本身的哲学概括。 “道冶是

既深奥又通俗的中华民族的共通词汇,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大道精神是中华传统哲学的价

值内核。

二摇 “道冶的内在涵义的现实解读

现今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世

界,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类无数,其变无穷,其妙

无限,极端复杂而幽深(可谓之为宇宙世界之“五
无冶)。

宇宙世界由“类无数冶的“物冶构成,“万物冶皆

各有其“性冶 (物性),不同个体的“物冶之间相互关

联、相互作用,则形成不同的“事冶,“万事冶皆各有其

“理冶(事理)。 以人与水相关为例:人们观察、体验、
感悟人与水的关联,便引出渴、喝水、旱、涝、溺水等

等概念,并总结出“水是生命之源冶,人的生存离不

开水等等事理。 将水性与人性相关联,还得到“上
善若水冶的至理名言。

而“万事冶 “万物冶皆处于永恒的“变化冶之中,
凡“变冶皆有其规律(“律冶)或法则(“则冶),即万变

皆有其“律则冶。
对人而言,既具“物之性冶,更具“人之心冶。 是

人在探万物之性,究万事之理,察万变之律则。 人类

的所有认知活动不外乎在探究“物之性冶、“事之

理冶、“变之律则冶,然后再依性、理、律则而成器物,
以供利用。 由于“性冶、“理冶和“律则冶均具“奥妙冶
之无限性,故而科学 “探究冶 永无穷尽,创新永无

止境!
中华民族大约在 5 千年以前就开始了对宇宙世

界奥妙的探究,“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
故知幽明之故。冶(《易经·系辞上》)经过不断的认

识积累与深化,以 2500 多年前的老子为代表,将这

个“宇宙世界奥妙冶用一个“道冶字来概括。

老子《道德经》首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

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

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冶在第 25 章

中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强字

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冶我们可以将这两段话看作

老子“悟道冶的开始。 其思维、揣摩的意境或许可以

设想为:世界上的万物总是从无到有的吧。 “无冶是
什么呢? 它是天地产生的起点;那么,有的第一个

“母冶是什么呢? 在天地产生之前,是什么为“母冶?
它“周行不改冶,使无声(“寂兮冶)无形(“寥兮冶)混
成万物。 从无到有,这个“无冶“有冶好像是一个东西

呀。 玄啊! 妙啊! 我姑且勉强用“道冶这个“名冶字,
来表达这种“有无相生冶的玄妙吧! 它可以打开“众
妙之门冶。

可见,“道冶是老子用来描述宇宙万事万物演化

奥妙的“名冶。 从现今科学观与认识论看,“道冶既涵

盖了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也涵盖了万变之律则,亦
即:“万物冶、“万事冶、“万变冶皆各有其“道冶。 人们

探究宇宙世界的奥妙,就是要“悟其道冶,而后“明其

道冶,然后再“循道而行冶。 可以说,中华 5 千年文明

史,实乃“悟道冶、“明道冶、“循道冶之历程[2]。 《易
经》即是探究万事、万物、万变之道的学术经典,是
古代圣人“悟道冶、“明道冶、“循道冶思维与实践的

结晶。
由此看来,中华之“道冶,并非只是“道家冶学说

中的“道冶,而是贯通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由

于“万物冶、“万事冶、“万变冶皆各有其“道冶,当人们

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类别的事物去悟道、明道时,
对道就有不同的认知和表达。

以儒、道、法三大家为例:
儒家主要从认识人及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故以

人伦之道为主旨。 其核心内容是:人之为人,于己:
修身克己;于人:仁义忠恕;人与人之间则以“礼冶节
之。 儒家经典直接论道处不胜枚举。 《大学》首句

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亦作‘新爷)民,在止

于至善。冶 《中庸》首句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

也。冶儒家经典与儒学文献浩如烟海,通观之,不外

乎阐释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其中又以阐释人之

为人之道为重点。
道家主要从认识天地自然的奥妙出发,故以天

地自然之道为主旨。 其核心内容是:宇宙间万事、万
物、万变都有其本原的法则和规律,这是自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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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自然之道是人的最高道德准则。 强调顺其自然

不妄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冶道家

之道,名副其实,更直接偏重于对“道冶作哲理上的

阐释。 如前所述,老子用“道冶作为“有无相生规律冶
之“名冶,认定“万物之母冶出自“有无相生冶,虽然

“玄之又玄冶,却是认识万事万物演化奥妙之“门冶,
从而“回答了世界本原的哲学根本问题。冶 [3]26 正是

打开了这个“众妙之门冶,进而窥探出自然和社会无

穷的“众妙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

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冶 [3]52 形象而深刻

地揭示了事物“对立统一规律冶,并从“道法自然冶观
念出发,提出“无为而无不为冶、“无为而治冶的道家

重要思想。
法家主要从认识社会运行与治理规律出发,故

以治世之道为主旨。 其核心内容是:人有“就利避

害冶的本性,主张“定分止争冶、“兴功惧暴冶,实行严

格的“依法治国冶。
凡举诸子百家,皆各有其主旨之道,是从某一方

面或某种视角,阐释其对自然法则或社会生活实践

的认知和主张。
一切科学研究,不外乎在探万物之性、究万事之

理、察万变之律则。 探、究、察的过程,在科学技术尚

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只能凭实践与观察去感悟、判
定,即由感性到理性的悟道、明道,继而循道的过程。

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之“道冶,其科学内涵

实质,就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冶之“性冶、“万
事冶之“理冶、“万变冶之“律则冶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

与概括。 简言之,“道冶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

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

合理性依据,即人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循道而行才是

合理的。 诚如《中庸》所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也,可离非道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
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冶 [4]

说的是,人时刻不可离道,人应当节制本性,与万物

和谐,方为“达道冶,如此,才能各安其位、万物并育,
天下才会太平。

三摇 弘扬“大道精神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老子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衣养万物而不

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冶孔
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冶可见老

子与孔子在论道时,已经有了区分“小道冶与“大道冶
的明确意识。 基于此等古训,关于大道,历来学术界

有多种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司马云杰研究员于世纪之交前

后推出的《大道哲学全书》共 9 卷近 700 万字,可谓

是关于“大道冶的宏篇巨著。 其中第一卷《大道运行

论———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
凡 60 余万字,对“大道冶进行了广且深的学术性与

实践性的阐释,为我们认知与践行大道提供了极好

的启示与参照。
其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孔子说:‘大道者,所

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爷大道即形而上之道,即宇

宙万物本体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由万

物阴阳化育的法则提升出来的宇宙原理,以及由此

获得的纯法则、纯概念、纯理念与纯粹真理性。 此道

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
下莫之能破。 ……老子讲:‘大道泛兮,衣养万物而

不为主,可名于小爷这是于形下流行处说的,是谓小

道;而讲‘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爷则这是于

形上本体处说的,是谓大道。 故大道即形而上学的

道,即哲学本体论的道。冶 “正如印度人从来没离开

过自己的‘梵爷文化精神,西方人从来没离开过‘逻
各斯爷与上帝的存在一样,中国人、中华民族,也从

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文化哲学‘道爷的精神。 中华

民族五千余年的垂续绵延,就是这种精神的绵延。
因此,道的精神,大道哲学或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
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

精神。 重建大道哲学,重建道体的形而上学,就是重

建这种精神,就是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归

复中华民族之魂。冶 [5] 这是司马先生对孔子和老子

关于大道的思想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大道所进行

的理论概括与阐释。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来认

知大道的内在深意。 《易经》曰:“智周乎万物而道

济天下。冶显然,是人在“智周冶万物、万事、万变。 而

人的气禀各异,社会所处不同,每个人所受教化与自

身修养不同,故各有其为人之道,循道有别。 历史上

有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庶人、小人之分,现实生活

中则有好人、坏人、善人、恶人之说。 正是因为“人
之为人之道各异冶,在人世间,既有“和而不同冶 (和
谐),也有“同而不和冶(争斗);既构成社会生活的多

姿多彩、文明灿烂,也造成矛盾纷繁、争斗不已。 人

类社会历来并存假、恶、丑与真、善、美! 行“大道冶、
“正道冶者真、善、美;行“邪道冶、“歪道冶者假、恶、
丑。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真、善、美不断战胜假、
恶、丑的斗争史,亦即“大道冶 “正道冶战胜“邪道冶 “
歪道冶的斗争史。

诚然,关于道与大道的阐释,远不止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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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实践的视角,可以将“大道冶的要义理解为:
“大道冶是“自然之道冶,是万物、万事、万变的客观真

理,是自然法则,是人间正道,是让世界之变朝着真、
善、美方向发展所理应遵循之道;“行大道冶则是人

类通向美好与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
根据对大道要义的认知与理解,结合当今世界

的现状,笔者认为,“行大道冶可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弘扬敬畏天地自然之道,确保人类社会可

持续发展

《礼记》首句即曰:“勿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
民哉!冶《论语·季氏》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
大人,畏圣人之言。冶天道不可违,地道不可伤。 对

天地自然,必存敬畏之心,切不可恣意妄为。 “是故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

下则。冶(《中庸》)“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冶(《论语·
八佾》)人类的言行作为,都要遵循天地自然之道,
遵守天地之法则,违背自然规律,势必受到惩罚,再
去祷告也不顶用。

不理智无节制地消费,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性开

发;大规模地改变地形地貌(大水库、大矿山、大建

筑等),影响地球质量分布而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冶;
滥杀滥用生物,无视生态平衡;过量排放污物废气,
损毁自然环境等等,都有违天地之道。 世界工业化

以来,人类上述有违天地之道的作为,不仅破坏了地

球的生态环境,还产生了大量的“太空垃圾冶 (废弃

的人造卫星、航天器等),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已经

显现出来。 令人忧虑的是,“勿不敬冶之“道冶至今仍

难取得共识: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

滥,许多人仍然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

行户头。 20 世纪 80 年代,基于生态环境进一步恶

化,将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联合国环保组织提出

“可持续发展理念冶;中国于 21 世纪初提出“科学发

展观冶,均体现了大道精神。 而从实践作为上看,仍
有诸多的不尽天意,尚需强化敬畏天地之道的共识,
转变生活与发展方式,以切实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

与发展。
(二)在“地球村冶里践行“和谐之道冶,让世界

各安其位

“和谐冶思想体现了孔子对宇宙认知的非凡智

慧,其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冶的宇宙观。 世间万

物,包括人在内,其“物性冶千差万别,都是宇宙有机

统一体中的一部分。 故而“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
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

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冶“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冶(《中庸》)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冶
(《论语·子路》) “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

美。冶(《论语·学而》)
通观孔子的和谐思想,深涵着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天地和谐之道的必然与应然:必然者,“天
人合一冶;应然者,“和而不同冶;在人的三重关系处

理中,孔子特别强调“仁冶和“礼冶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仁爱之,礼节之;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冶。
这些都是实现和谐的应然之义。

举目今日之世界,在人类共居的这个“地球村冶
里,数百个国家和地区,数以千计的民族,数十亿人

口,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各不相

同。 可以说,这一存在,是千万年来,历经物竞天择,
宇宙给地球世界留下的遗产,都是极可宝贵的。 甚

或可以说,这一存在,本是“天意冶。 那么,今天我们

该如何相处? 回首 2500 年前孔子的认识与主张,深
窥其“和谐之道冶的非凡智慧,理当深受启迪。

(三)牢记历史的教训与启示,共同抑制“霸道冶
“王道冶与“霸道冶,是中国先秦时代出现的两种

不同的治理天下的政治学说,最初由孔子提出,后经

诸子阐发完善。 在人类历史上,作为治国平天下之

道,“王道冶与“霸道冶,虽非完全泾渭分明,或王中有

霸,或霸中有王,却各有其主导思想:行王道者,以德

服人,以德行仁,即凭借道德而实行仁义以平天下;
行霸道者,以力服人,以力假仁,即倚仗武力而假借

仁义以平天下。 儒家认为,“霸道冶不能压服人心,
“王道冶却可以使人心悦诚服[6]。 历史的教训与启

示是,以“王道冶为主旨者可长治久安,如中国的汉

与唐;以“霸道冶为主旨者,虽横行霸道于一时,却终

归短命,如中国的秦与隋,世界的德日法西斯。
回顾这十几年来美国的所做所为,对照“霸道冶

定义,实属典型的“霸道冶:它或打着“反对暴政,为
别国人民争自由民主冶的幌子(“假仁冶),以武力先

后颠覆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政权,然压而不

服,至今,这些国家暴力反抗不断,政局不稳,民不聊

生;它或借“反恐冶之名,以其精锐的特种部队、隐形

无人机和先进的情报网络,在世界各地恣意妄为,制
造动乱,使大量无辜平民丧生。 美国这种完全从一

己之私利出发,以“双重标准冶发声,“以力假仁冶的
霸道行径,越来越被世人所看清,也让某些美国开明

之士有所警醒。 美国学者戴维·梅森所著《美国世

纪的终结》是这种警醒的代表。
值得警惕的是,近几年来日本右翼政客的所做

所为:不仅对二战期间的霸道行径对亚洲和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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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身造成的苦难,不思悔改,反而公然气焰嚣张地

穷兵黩武,一副当年法西斯嘴脸,可谓是狂妄之极。
(四)弘扬人伦哲理,践行“君子之道冶
人类已经是现在这个地球世界的主宰。 正是这

种主宰地位,使人的欲望在不断膨胀。 然而,人类只

有一个地球作为家园。 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斯诺夫

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的“致读者冶中说:
“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样的发展给个人和

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 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面对

基本原则的时侯: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人类存在

的目的又是什么? ……因而,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

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爷的方法,或者更

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爷来引导技术

的发展。 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 这

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
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冶 [7]

历史学家的上述深刻分析,向我们昭示了几个

问题:人类究竟该怎样生活? 人类应用什么“伦理

罗盘冶来引导技术的发展? 人如何从聪明转变为

明智?
可以说,这些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问题,是人类

伦理哲学的根本问题,只是如今变得更加突出和尖

锐。 孔子是人类人伦觉醒的第一人。 他在 2500 年

前,就对这些难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做了相当全

面的论说。
持守“君子之道冶,是孔子人伦思想的核心。 孔

子关于君子之道的论述,涉及人之为人、处人、处事、
处世的方方面面,贯穿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主线。 在儒家经典之首的《大学》中,儒家提出了

君子修身的“三纲冶 (明明德、新也亦作“亲冶页民、止
于至善)和“八条目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今天的观念来看,他所提出的“三纲冶实质上

就是人的世界观(真)、人生观(善)、价值观(美):
“明明德冶,阐明彰显践行天地之大德,可谓是世界

观之真;“亲民冶,亲近百性,爱之新之,可谓是人生

观之善;“止于至善冶,将“真冶与“善冶行于极至,当
然是价值观之美了。

对于君子的修身养性,他强调从研究认识客观

事物(“格物冶)出发,以求真知(“致知冶),而达到对

修身及对周围事物的“意诚冶和“心正冶的境界,且以

“齐家、治国、平天下冶为递进的实践目标。 这些,都
可见其朴素唯物主义和“经世致用冶的思想光芒。

关于君子之道的具体论述,在儒家经典中,可以

说比比皆是。 这里,我们仅将孔子对“君子冶与“小

人冶相比较的论说例举出来,以窥其君子之道的

要义。
在外表形象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冶君

子看上去爽直明快,磊落大方;小人看上去局促不

安,鬼鬼祟祟。 为什么呢? 孔子解释说,因为君子是

仁者,所以无忧;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

者,所以不惧。
在人际关系上:孔子讲得更多:“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冶;“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冶;“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冶;“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冶;“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

泰冶等等。 在这些对比中,“和而不同冶与“同而不

和冶,“周而不比冶与“比而不周冶的区别最为深刻:突
出了君子的独立人格。

在思想境界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冶;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冶;“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冶等

等。 孔子认为,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基本点,在于能够

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义和仁德。
义利观是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分野,义利博弈,是

世界动乱的根源;小人的唯利是图,则是各种社会丑

恶现象的根源。 若人们都能以循君子之道为荣,循
小人之道为耻,则竞争可以有序,贪腐难以盛行,假
丑恶为人所不齿,世道定可向好。 因此,大力宣扬君

子之道,弘扬君子正气,尤其在官场,不让小人得势,
当是天下有道的基础与前提。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中,朝朝代代,凡君子当权,则国泰民安;凡小人得

势,则国乱民苦。 文化学知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说过:
“从反复的对比中让大多数中国人感悟到君子和小

人的差别,这是一笔延续两千多年的精神遗产。冶 [8]

在当今这个大变革、大动荡,利益格局极端错综

复杂,人的物质欲望又空前膨胀的时代,从大处讲,
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之间,如何相处?
从小处讲,人与人、人与家、人与社会之间,如何相

处? 如何共享有限的地球资源,实现共存共荣? 这

些问题的回答,归根结底,还在于人,在于由人的

“三观冶所决定的人的心态和做人的准则。 人正确,
这个世界才会好。

费孝通先生说:“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

子了。 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

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

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 ……我急切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出现。 ……
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人类共同

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冶 [9]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伟大的科学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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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发明家,也需要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在科学技

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更需要伟大的思想家,为人类由

聪明转变为明智提供“正确的思想冶,为引导科技发

展提供一个“伦理罗盘冶。
时不我待。 在新的孔子出现之前,我们不妨从

已为中华民族历史证明为有效的孔子思想中,去吸

取于现今尚不失光芒的智慧。 现在,我们正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冶而奋斗。 笔者认

为:复兴与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既是伟大复兴

的本义之一;而且,抓住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与

灵魂,即中华之“道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冶,促进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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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ao冶 and “Carrying out Tao冶

LING Jun鄄we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摇 “Tao冶 is the essence and sou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culture. From the view of modern epistemology and
science, “Tao冶 is the profound cognitive synthesis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law of the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nd the rational basis of human social life and practice. The “Spirit of Tao冶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its core and soul.
Revival and promotion of the spirit is significant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冶 and promote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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