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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霍韬晦教授于二○○一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出席由

新加坡儒学会主办「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国际会议之论文，取材实为新

世纪的时代呼声；因篇幅关系，先摘录其重要部分，与读者分享。全文将于下

期刊登，敬请留意。 

  

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是一种生命成长的学问。它要我们成人、成君

子、成圣贤，甚至成真人、成天人、成佛。「成」，即须有动力，能过关。这

些关在哪里？不在外，不在金钱、不在物质，不在名誉地位，而在你自己那

里。当你把持不住，那么上述的诱惑便会产生，成为你的关。 

 

人的存在，从现实上说，没有什么保障，都要依赖环境、依赖家庭、依赖

政府。但这一依赖，亦同时成为你的考验：没有工作怎办？没有人照顾怎办？

没有积蓄怎么办？没有人可信任怎么办？所以人的成长是很艰难的，如颜渊的

「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也许亦只有颜子才能作到，有饭吃的人

嘲笑没有饭吃的人是不公平的。但如深入我们上文所论，则所讨论的问题不在

此。这不是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也不是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

而是修养问题，人要回到自己生命的立足之处的问题，而不须先绕向外。所以

孔子说「贤哉回也」，因为他的心能安，能接受，能容纳。 

 

人对秩序的认识、对制度的认识、对生产的认识、对财富的认识，贵能知

其位，而不须追逐；否则舍本。人首先要安自己的心，安自己的性情，这才能

站稳。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指的便是这一精神境界。今天我们社

会上的诱惑太多，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工具，所有的教导，都是培养我们参予

争夺资源、争夺巿场的能力，那么谁来照顾你的内心？难道是社会福利吗？那

只不过是对丧失了战斗力的人的安慰，如果你还有能力，你不会希罕。失败的

人需要同情，但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尊严。在这竞争的世界，人人都没有退路，

只有向前。你以为你有选择，其实并无选择，选择只是空言，反之你要战斗，

而且不能输。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人可有想过：将来怎么样？历史将往何处

去？ 

 

譬如说：要解救经济危机，生产便不能放缓，但市场真的能消化那么多产

品吗？当生产速度愈来愈高、利润愈来愈低的时候，且不要说资源消耗，生态

破坏，产品卖不出去也造成浪费。又譬如说战争危机，当人受到损害，当人失

败，如何平复他的愤懑？敌我的界线如何去除？所以归根到柢，是人要有能

力，化除他的私欲，他的错误思维，不要在不健康、不公正的、封闭的心态下

来作决定。但这如何可能？便要有开发他健康心灵的教育，即性情教育；也要

有培育他健康成长的文化，即性情文化。唯有生命的根基在第一步就开发好，

以后的路才有保证。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十分严重：个人的生命存在之外，还有社会问

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教育专业化、工具化问题、地球环境污染问题、生

态问题，都非短期内所能解决。但由于压力巨大，只好日日耗费资源，仍然效

果不佳，依我之见，所有社会问题、现实危机其实都是西方文明的发展问题，

所以本质上是文化问题；而文化问题，则是依于人的不同心性、层次开出。正

本清源，自当回归生命上来解决。在这方面，儒家其实是最有经验的，也是最

有贡献的，可惜近百年来逐渐失传，反而走上西方式的思维，从理论上来建

立；这是知识儒学。 

 

但真正的儒学是生命儒学，要在实践成长中体会。虽然在人性论上，这似

乎需要先确立一超越的、绝对光明的心性，以作根据，但不须先以理论证，反

而应该看重感受，着重内省。这就需要性情教育的引导，以开发他内在的性

情，然后读性情文化之书，深化其感受，扩大其胸襟志业。孔子说「志于

道」，孟子说：「士尚志」，都是极其宝贵的指引。 

 

在这方向，我个人已有十年经验，知道现代人最需要的，是恢复其志气，

加深其修养，认识其生命，开阔其眼界，扭转其思维，提升其境界。但所有这

些，在现代社会几乎找不到资源，所以我才自设课程、自编教材、自创方法，

累积了逾千个案，绝大部分都能够起死回生，证明其效果不可思议。虽然在教

学上，我加添了现代的成素，但立足仍在传统儒学，所以我认为：面对当前的

教育危机与文化危机，为了人类前途，推广性情教育与文化教育，急不容缓

了。不止个人，还须要家庭、学校、社会，全球呼应，形成共识。这是一个世

纪教育工程，须要大家合作，必如此人类前途方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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