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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前言

在本书的第一版（2002年）的序言里，我回忆了使我能够在北京大学校园中未名湖畔徜徉的个人经历
。光阴似箭，数年以后的今天，我继续着我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并将这些年来写就的一些新论文放到
这个修订版中来。我的个人故事同样也在继续着。现在，我已经当了40多年中国哲学的学生，这生发
出了一个问题——对儒家传统的研究对我的个人生活有何影响呢？实际上，中国人可能会问，像我这
样的外国人，如何会成为儒家中的一员？虽然我们自己会给拒绝这种可能性找出各种理由，但是也许
孔子会用肯定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孔子的时代，一个“外国人”可能是楚人或者晋人，“远方”会是
孔子意义上的“外国”。正如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再想一
下韩国、日本和越南吧，它们都是儒家思想能够以一种深厚而持久的方式转化异民族文化的活例。孔
子告诉他的弟子，他“欲居九夷”，学生问：“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论语·子罕》）实际上，当上了年纪的孔子对鲁国越发失望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带领他最有前
途的学生们周游列国十数载，看看是否能在异邦，与“外国人”一起实现文化转化之大业——在鲁国
，实现这一文化目标的可能性已经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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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内容概要

该书是进行中西哲学思维比较研究的典范之作。作者通过对中国儒家、道家、兵家等学派思想的解读
，令人赞叹地挖掘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性和现代价值，并且同实用主义、怀特海哲学的比较中得以印
证和相互激发。
该书是2002年版本的全新修订版，增加了一半的新内容，主题也更为集中在儒家思想的研究之上，该
书必定会再次引起整个汉语学界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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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安乐哲 译者：温海明 等安乐哲（RogerArnes），海外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现为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东西方哲学》杂志主编、英文《中国书评》杂志主编，并曾长期
担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安乐哲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中西比较哲学研
究两大部分。他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有：《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
道德经》、《中庸》等。中西比较哲学的系列著作包括：《通过孔子而思》、《主术：中国古代政治
思想研究》、《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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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章节摘录

当然，哲学家的责任心驱使我们警戒所有理性的谬误。但是，就像礼拜一早晨来的传教士答应承担他
前一天诅咒的那些罪恶一样，我们自己却罕能从精神偶像中拯救出来。有时这种谬误被有礼貌的合谋
给忽略了——就像当我们允许某部书的作者把所写的最后几页称为“前言”；或者当我们将那些似乎
必然预见到了那些迷住苏格拉底之类的赤脚哲学家们的问题的人称作“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一样。在
这些情况下，“谬误”似乎既无辜也是无害的。而且，由于避免诸如此类的理性谬误极端困难，我们
甚或会找到忽略它的理由。因为，正像威廉·詹姆士所说：“我们向前生活，却向后思考。”而博尔
赫斯则为这一智慧做了补充，他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时代误置的，甚至人类也生错了时候。”尽
管如此，诸哲学谬误中一个更有害的例子则关涉某种时代错置，即历史被狭隘地理解为追溯某一既定
理论结构。历史表述的起因实际不过是该表述的一个产物。这样的目的论史学偏见有：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主义、基督教，当然还有科学主义。这不仅是理性谬误一种更具毁灭性的形式，同时也是一种
最难避免的形式。因为，如果我们想在某一历史描述中获得一致性，就必须求助于意义的某种模式，
自然需要将该模式上升为系统知识的相应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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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编辑推荐

《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由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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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精彩短评

1、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22日捐赠
2、还没仔细看，安乐哲写的，美国现代新儒家代表，应该不错吧
3、没读完。。。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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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精彩书评

1、相互的应和不仅在哲学内部存在，而且在哲学之间有同性质的应和。哲学不仅具有内容上的趣味
，还有形式上的趣味，因此才有了这种好玩的哲学。哲学如同一个个的建筑，不仅宏伟还可以在里面
住下来，还能遮风挡雨，为了这座建筑，多少建筑师才将之建设完成，因此才有了今天的美好。但是
没有比较就没有重新建立一座更加完善的建筑的可能，因此我们将要在现实中建立一座座的宫殿，来
满足我们和其他人的生活。她们就在我们身边，例如《哲学思考的奇遇和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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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章节试读

1、《和而不同》的笔记-第93页

        我们并非通过社群相连的独立个体，而是由于我们有效地关联在社群之内，我们才成其为个体；
我们不是因为有心灵才和别人交谈，而是因为我们和别人有效地沟通才形成了相似的心灵，并作为一
家人而共同成长；我们不是因为有心才得以彼此同情，而是因为我们有效地感同身受，我们才变成同
心同德和自我调节的社群。

2、《和而不同》的笔记-第230页

        对中国人来说，在“万物”或“万有”背后没有“存在”；在“多”背后没有“一”，在表象背
后也没有实体——即：只有存有存在。中国也没有什么秩序原则，没有那个超坐标的“一”作为充足
因而独立于它所规定的宇宙。相反，只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性的“规律”。它只存在于世界之内，
是它使得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与决定性，又由于它内在的未决定性，使得世界在某种程度上
显得新奇与不可预测。

对古代印度人来说，我们这个世界只是许多世界之一。对柏拉图的希腊来说，只有一个世界——这个
世界，它有边缘、自为内容、自足，是有限的与静态的。正因为实有的自然状态是静止的（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所以一个原始的推动者才是逻辑上的必须。对中国古代来说，宇宙既不是希腊一元式
的，也不是印度多元式的，而只是“如是世界或运行世界”，不需要英语中的定冠词the或this去将它
对象化。正是这种将世界对象化的能力使得西方哲学家们同自己的背景分离而走出世界，设想一种不
基于任何立场的观点。正是这种“无立场观点”保证了寻找客观真理和确定性的可能。

相对地，中国人的“如是世界”是独一无二、无边无际的，而且观者永远身在其中。由于没有对象化
真理的立足点或基础，描述与指示的界限模糊了。因为主体总是自身被牵扯进他组织世界的方式之中
，所以谈论这个世界的事情就是谈论他们自己的事情。

这种没有对象性视野的更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对这个世界说某事（甚至只是想某事）等于是在对这个
世界做某事——这些都有行动的面相。在西方，理论与实践的截然分离使得人们认为说话不是行动，
也才使诸如“言论自由”的口号得以成立，这都基于这样的看法：理论奈何不了客观世界。中国古代
的世界观则认为思想和言论都是“行动”，它们影响和塑造我们的环境。

3、《和而不同》的笔记-第216页

        “一体”的意思是“连续”而不是“等同”。

4、《和而不同》的笔记-第83页

        有个现象很有意思 西方人说everyone 每个人 而中国人说 大家——big family 可见西方人的“人” 是
个体化的 离散的人 而中国人的“人” 则是关系化的 凝聚的人

还有一个小故事 孔子问他的学生们：“仁”的含义是什么？第一个学生说的是完全利他主义的“爱人
” 第二个学生相反 说的是完全利己主义的“使人爱己” 第三个学生则简单地说：“爱己”
很显然 孔子对第三个答案最满意 因为这个“爱己”并不是自恋，这个“己”字实际上是指与他人形
成内在社会关系的“己”，是一种被嵌入的、双向的、内在的、构成性的“己” 实际上包含了我身边
的一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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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5、《和而不同》的笔记-第23页

        “混沌”指新奇的自发产生，给它强加秩序就意味着新奇的死亡。

6、《和而不同》的笔记-第76页

        把“无我”作为一种理想归于中国传统的后果恰恰是把公与私、个人与社会的区分从后门偷运进
来。要做到“无我”就需要一个个体自我首先存在，然后他才能为了更高的公共利益牺牲自己。

7、《和而不同》的笔记-第19页

        “太一”不是某种超验、有序的原则——某种唯一的源头——独立于它所创造的世界之外。恰恰
相反，它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藏身其中并贯通各处。太一生出水来以后，水既非外在于太一，太一
亦不外在于水，太一就藏在水中，水就是活生生的太一。“派生”——一物产生出另一独立存在物。
如鸡生蛋，橡树生橡子。
“化生”——一物转化为他物。如蛋变成煎蛋卷，橡树变成松鼠。
“派生”所表达的分离性与独立性，是由“化生”过程性和语境性的种种假定限定的。“化生”过程
性的持续性停顿在作为独一无二的“事件”的“派生”的完成上。特殊性与持续性皆不会让位于他者
。内在关系性观念，一方面允许特定事物独具特殊性、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也会在他们中间形成连续
性。它不会造成部分整体的区分，却反而需要一种点域思想的格式塔完形转换，其中“部分”和“全
体”是观测同一现象的两种非解析性的前、后台视角。中国的祖先谱系——同时融合了“化生”与“
派生”观念：祖先为后代所取代却也同时为其所延生。

8、《和而不同》的笔记-第174页

        由于没有现象与实在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古典儒家传统没有二元论的世界观，而二元论的世界观
必然会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即把实在的看作是客观的。客观性的观念提供了一种外在于“客体”的视
角，因而把它们作为对象创造了出来（它们总得与什么东西“相对”）。没有了这种客观性的观念，
就只可能存在匆匆而过的环境之流。没有了客观性，客体就化解为我们周围的变化不定之流，它们不
是物体，而是事件，它们与别的事件融为一体，这样也就化解为我们的经验的相互作用的过程。非客
观化、非事实化的话语是过程语言，说这种语言，听这种语言就是体验事物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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