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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贺　词　

贺　词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点历经十年，目前已

形成了一支高学历、学术造诣深厚、年龄结构与学缘

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在教学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问

题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培养研究生学术研

究能力方面树立其较强的学术意识，鼓励开拓创新，

支持课题研究和撰写论文；在活跃学术氛围方面举办

研究生学术论坛和全国性的哲学学术研讨会，并经常

邀请全国知名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等，从而保证了本

硕士点人才培养的质量。毕业研究生深受用人单位的

好评，已有１０位毕业生考上了博士生。在科研方面的

显著特点是善于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近现代哲学思想的

研究结合起来，着力研究藏族哲学，且形成了自己的

研究特色和优势，多年来在认识论、价值哲学、道德

哲学、文化哲学等领域均推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学

术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点十年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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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了辉煌业绩。

在此，预祝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点在未来

的发展中，全体师生和谐团结，共同努力，取得更大

的成就，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胡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博导）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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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点２００１年由国务院学术委员

会批准设立，于２００２年开始招生，已经历了１０年的发展历

程。在此期间，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也孕育了值得总结和

回味的经验。２００８年，我校中国哲学专业被确定为四川省重点

（培育）学科。

本硕士点有一支职称和学历层次高、学术造诣深、年龄结

构和学术结构均较合理的师资队伍。现共有教师１８人，其中

教授７人，副教授５人，讲师６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４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３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１人，具有博士学位的８人，他们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大都

毕业于哲学专业。

本硕士点十分注意凝炼学科方向，且根据本校师资队伍、

研究领域及生源之实际，开设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兼备的研究方

向，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中国近现代哲学、中西哲

学比较、藏传佛教哲学四个方向。其中，藏传佛教哲学研究方

向开了全国研究生方向设置之先河。实践证明，这一方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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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藏族学生乃至其他民族学生的欢迎，学生来源愈来愈好，

培养质量愈来愈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我

们非常重视建规立制，包括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制、参加学术活

动制、考核制、奖励制、开题报告制及论文发表之规定等。

研究生培养，以德育为先，质量为重。因此，本硕士点对

研究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品

德和学风的教育。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导师和任课教师要

求研究生在学习上，要有强烈的求知欲，勤学善思，有问题意

识，阅读广泛，尤其重原典之研读；在科学研究上，要重开

拓，尝创新，有独见，树争鸣之风，坚守学术道德，且不为情

利而弃之。为大兴学术之风，本硕士点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

下，邀请美国、德国和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来校

为师生作学术报告，主办全国性的中国现代哲学学术研讨会，

举办研究生学术论坛，带领研究生到校外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

等，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熏陶，以扩展他们的学术视野，提高他

们对学术的认知或体悟。为了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学

院设立研究课题，鼓励他们积极申报学校课题，共获得各类课

题５０余项；导师也吸纳他们参加自己主持的课题研究，要求

每一位研究生在校期间须在公开刊物上发表１－２篇本专业的

研究论文，１０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３００余篇。

毕业学位论文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研究生学术研究能

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本硕士点非常重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撰

写，从开题报告开始严格把关，要求论文要有创新点，严禁违

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发生，且进行反复修改，直到导师满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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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无论是校外的评审专家，还是来校的答辩专家，都对本硕

士点学位论文的质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毕业研究生就业和考取博士生也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一个重要指标。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本硕士点共招收研究生１２０

余名，毕业研究生８０余名。已毕业的研究生，全都参加了工

作，有的在高校任教或当辅导员，有的在外企工作，有的在行

政机关工作，还有１０位毕业生考上了博士研究生。

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本硕士点教师具有 “志于道，

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品质和精神，不断拓展自己的知

识面，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于三尺讲台上，以奔放的激情，

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释难，乐此不疲。

中国哲学是研究中国各民族哲学理论思维发展进程、学派

思潮、理论特征、演化规律和时代特征的一门学科，是人类哲

学思维发展史上较早出现的理论形态之一，已有数千年的历

史，经过长期的积淀和不断创新，其理论形态较为完备，内容

不断丰富发展。在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

方哲学融会贯通，迈进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本学科以中国古代

哲学和近现代哲学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产生、发展的内在规

律，探索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

本质特征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借鉴价值。本硕士点研究的重点是

宋明理学、中国近现代哲学、藏族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尤

其对藏传佛教哲学的研究具有自己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为了加强研究团队建设，提升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水

平，以本硕士点为依托，建立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所。

对上述哲学领域的研究，既是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哲学和吸

取西方哲学之需，也直接关系到培养研究生的质量。所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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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点的所有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为学术之昌明，无物欲

之噪动，致虚极，守静笃，笔耕不辍，苦而不怨，寻孔颜之乐

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本硕士点教师先后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１项，省部级科研项目１７项，独立或

合作出版学术专著、编著近４０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３００

篇。其中有８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有２０余项科研成果获厅

局级奖励；现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５项、省部科研项目１０

项。

总之，十年耕耘，铸就辉煌。但这属于过去，既不在当

下，更不代表未来。根据我校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建设状

况，中国哲学二级硕士点的研究方向也适当作了调整，还有许

多新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况且在以前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过程中还有不完善之处。《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我们仍要励精图治，勤于耕耘，矢志不渝，勇于进取，

开拓创新，力争使本硕士点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跃

上新的台阶。

我们这次编辑出版 《诠释与探索》论文集，一是为了纪念

我校中国哲学硕士点设立１０周年；二是为了展示政治学院教

师的科研成果，激励教师们励精图治，勤于耕耘，矢志不渝，

勇于进取，开拓创新。文集汇集了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师

近１０年的主要研究论文８０余篇，涉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

少数民族哲学与宗教、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几个方面。入

选论文，除已公开发表的外，还收录了部分未发表论文，同时

还列出了政治学院教师的主要科研项目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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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 “中道”思想之比较　

孔子 “中庸”思想与亚里士
多德 “中道”思想之比较

余仕麟

中庸和中道思想作为中国和希腊传统道德的重要精神，两

千多年间，深刻地影响和指导着东方和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的

发展。本文试图研究的是，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先哲们为什

么会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中庸或中道思

想？孔子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其内涵有何同异？中

庸或中道思想在实践上对中国 （东方）和希腊 （西方）的社会

发展究竟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一、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如

此相同的选择

孔子是东方传统文化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传统文

化的源头人物。在伦理思想上，孔子在中国首倡中庸，亚里士

多德则在希腊强调中道。纵观全球，对中庸和中道的认知，除

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以外，还得到了古印度、埃及、巴比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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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的许多哲学家的倡导。这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殊途同归

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古希腊著名智者普罗塔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

为什么会是万物的尺度？因为自从人类生活在宇宙之中，人就

天生地将自己置于宇宙和万物的中心位置。中庸、中道之类的

思想观念正是从人在天地之中这个 “中”来的。古往今来的人

们尽管提出过各种各样的 “中”，也都不过是人类原初关于

“中”的自我意识的表征。

再则，由于人类毕竟只是宇宙中的一种生命体，受生理条

件的制约，其感觉、感知能力总是有限的。正是人的这种有限

性，使其无法认可超越人类自身承受能力的任何极端的东西，

如，人不能长期在水中生活，但人又离不开水；过热或过冷使

人难以适应，等等。就是说，作为生命体的人，自身也是处于

生存环境的一个中项。因此，就一般人类的共识而言，过或不

及的生活方式都难以为人类所接受。所以，“中”，作为一种美

满的空间与时间，在与人类价值选择攸关的地方，无所不在。

在中国，以 “中”为美满的时空观念，几千年来早已积淀

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影响到传统文化的

各个层面。甲骨文的 “中”字，其字形犹如一根长杆，在长杆

的上下均饰有飘带。在上古时代，人们以旗为号召，在聚居之

地，旗帜便插在人们经常在一起集体活动的中心，如果要挪动

插旗的位置，还必须 “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反映出

“中”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从尧到殷商，在

人们的心目中，上中下的中比两维空间将地平分为东西南北中

之 “中”意义层次要高得多。从两维空间来看，殷商人可称颂

自己为 “四方之极”，而从上中下来看，中则是作为天人之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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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象征便是帝王所居的庙宇宫殿。① 显然，中既是中国先民处

理天人关系时对时空的表识，又是上天的绝对价值标准的象

征。在先秦的 《周易》、《尚书》等典籍中，就有了关于中庸的

记载，如 “有孚窒惕，中吉”、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鼎黄耳’，中以为实也”、“‘震索索’，中未得也”、“中以行

正也”等，都包含有执中的意思。不过在孔子之前，这种中庸

的观念还是很模糊的。②

古希腊对 “中”的崇拜与赞美较之古代中国有过之而无不

及，尤其是原始社会原有的宁静与道德认知在被社会的纷争打

碎后，古希腊人对中道的选择和倡导，除了作为对思想文化的

一种修补外，更表达了人们从内心和对社会的认知方面获得一

种平衡，促使社会保持一种平稳的运行状态的强烈愿望。在古

希腊人的生活观里，无论对科学、技术、艺术，还是对思想、

情感和行为，甚至对体形，都认为无过与不及的中道，是最好

的、最理想的。人们不仅把中道的要求作为神谕刻在全希腊精

神崇拜的中心———德尔斐神庙上，在诗歌、戏剧，特别是哲学

著作和政论演说中，也把这种要求作为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美

德，当作真、善、美的标准。公元前六世纪的诗人潘季里特在

他的祈祷诗中说： “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

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 《金言》中也说： “一切事情，

中庸是最好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有许多关于中道的言论：

“人们通过享乐上的有节制和生活上的宁静淡泊，才得到愉

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

３

①

②

参见陈跃文：《论中道———中庸思想的起源》，载 《孔子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
期。

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定又不愉快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都讨论过中道问题。① 这

都表明古代希腊社会中很早就存在着以中道为善的思想，但对

中道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工作还是由亚里士多德来完成的。

可见，无论从人类的角度看，还是从处于特定历史文化环

境的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先人们的思想认识看，中庸或中道思

想的产生，都反映了人类潜意识中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共性。

作为东西方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秉承和体现人类

因其固有的特性而产生的共同意识而产生和形成中庸 （中道）

思想体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二、孔子 “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 “中道”思想的同异

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中庸或中道，就是人们用

理智来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感情与行动，使之既无过度，也无不

及，而自始至终保持适中的原则。二人在对中庸和中道的理解

上，有相当的一致性。

１．理性精神的一致：不走极端

中庸或中道，要在持 “中”，不走极端。强烈地反映出人

类的理性精神。孔子说：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② 狂狷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孔

子认为，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应当时时保持一种理性状

态，既不偏于狂，也不偏于狷，于两端之间取其中。 《论语》

载：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不及。”曰：

４

①

②

参见罗国杰、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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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师愈与？”子曰： “过犹不及”。① 这里，过和不及也是相

反的两极端，孔子认为它们同样不好，唯有无过无不及方为具

有理性精神的 “中正之道”。“过犹不及”这句话后来被人们经

常引用，在宋明理学者那里则有更多的发挥，反映出古人在理

性问题上的共识。

将行中道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反映得更

为明显。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对中道的选择过程，是主观和

客观统一的过程。人们对中道的界限的认识是受人的主观状态

影响的，因而按照中道控制情感和选择行为，也不是容易的事

情。他认为，这种困难在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出于客观事物本

身的性质，在两极端中，一端与中道相似，另一端则强烈相

反，人们就不容易分辨和把握两极之间的适度；另一方面是出

于人本身的性质，即他所说的 “天生易于发生的事情，往往和

中道相反。特别是快乐，虽然并不真是或都是善事，但它却使

人认为它似乎是善事，因而一般人最能被这种快乐引入歧途，

只知道趋乐避苦，而不易发见中道。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人

们要在每一种场合都找到中道，并且人人都能达到中道，又是

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行中道就必须具备相当的理性精神，

不能凭感情行事。他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合于理性，也不能培

养善德和达到幸福。欲达幸福，必在发挥其功能；欲发挥其功

能，必在运用理性，而合乎理性的要求即在于合乎中道。所

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性控制下的情感欲望的合理满足，

被认为是 “善”。故，具有美德的中道行为就是理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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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



因此，他提出人们应当 “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

则”。①

２．德性的一致：恰到好处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 “中庸”或 “中道”的根本精

神是要求人们的言行恰到好处，因为这体现了人的德性。

在孔子看来，中庸既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如何掌握行为分

寸与尺度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准则，又是一种道德境界。孔子

认为，按中庸的方法原则去做，才能有恰到好处的善的效果。

他认为，过所以不是优点，而且会造成危害，是因为人们在履

行道德 （或办事）时，一旦过了头，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反

而变为对行为的错误导向。比如，礼貌所要求的是恭敬谦让，

但如果过了头，则会变成谄媚、“足恭”。所以，后来朱熹在阐

释孔子的这一思想时也说： “如君止于仁，若依违牵制，懦而

无断，便是过，便不是仁。”② 孔子认为，君子如能运用中庸的

方法于仁德的实践中，就会获得一种至高的品德。所以 《中

庸》称引孔子的话说：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里所谓

“君子中庸”，不是说君子都做到中庸，而是说，君子都有朝中

庸方向努力，尽可能做到中庸的意识。这正是君子之所以为君

子的道德自律性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中道乃是人的一种美德。他认为，美德

就是既能使人成为善人，又能使人能圆满地完成其功能的品

性，这种品性也就是中道或恰到好处。他说：“德性作为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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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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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①。他认为过度与不及，均足以败坏

道德。因此， “过度与不及是过恶的特征，适度是德性的特

征。”② 而所谓行为的恰到好处这样的 “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

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③

《中庸》说：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是说，人们要达到 “中庸”或 “中道”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才显示了美德或德性之

所以高贵。而尔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将 “中庸”或 “中道”盛赞

为 “至德”、“美德”，其原因也在于此。

３．思想方法的一致：“致中”和 “时中”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中庸和中道要求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

关系时，要 “致中”和 “时中”。

孔子认为，中总是伴随事物而存在，随事物变化而变化，

因此，人们既要致中，又要时中。所谓致中，即指 “叩其两端

而竭之”，这种方法要求人们在简单的事物中取中行，即不能

狂，也不能狷；时中则是指人们在处理问题时要坚持中庸之

道，又要因人因场合随时变化其具体形式，在复杂的事物中穷

尽各种可能性以施行最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 《中庸》引孔子

的话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熹解释时中为 “随

时以处中也”④。时中的提出，反映了孔子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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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版。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

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版。

朱熹：《中庸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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