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专题热点 

推荐文章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青 萍：创建“美德网络... 

 高桥 进：论现代日本的... 

 李景源等：论生态文明 

 易 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周全德：网络不良信息对... 

 王 琴：“网婚”现象告...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韩东屏：道德的基础不是... 

 卢 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孙 君等：领导干部“人... 

热门文章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中国伦理学会第六届理事... 

 《中国应用伦理学2003—...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李 伦：自由软件运动与... 

 林桂榛：性行为伦理限制...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王 琴：“网婚”现象告... 

 衡孝庆：西方传统伦理思... 

 易 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高桥 进：论现代日本的... 

 卢 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豳 人：史论纵横通古今...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中韩第十三次伦理讨论会... 

首页 → 应用伦理 → 经济伦理 | 应用伦理

甘 明：金钱伦理新探

作者：甘明 阅读：533 次 时间：2005-8-28 来源：云南省昭通师专

提要：哲学的"金钱伦理学"是一种研究金钱对象的特殊视角，对金钱的认知是在整个自

然"大场"上进行的。首先认知金钱的空间外壳，"物借"是金钱空间外壳的人文具体。金钱

的本来内容是自然相间的一种能、耐、化具体，是人类赖以社会生存的能、耐、化存

在，是人类自然生存相间的文明进步。金钱相间的主体是具体的"全体"文明社会，其中由

人类的个体、类体、"全体"三合一构成。人类个体假代主体而成"亚主体"，"亚主体"的占

有律是主体分配律的特殊具体。社会文明主体应当通过分配律的主动作为去文明调节"亚
主体"的占有律。建筑金钱伦理的"地平线"，保障社会和谐发展。希望多元化金钱主体世

界能建造公正沟通对话程式，愿多元化金钱主体世界于政治、经济、文化上共图文明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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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一面对社会，最熟悉的一件物什或许就是金钱，全世界最有同感的一句话或许就

是："钱，钱，钱，命相连。" 
在人们对金钱进行各种科学探索中，也就有了诸多经济学类思考的发生。在人们经历金

钱的各种体验感受以后，也就有了诸多文学类的歌颂与诅咒的发生。金钱为何物什？由

于人人都有自己的切身认知与理解，就算是学者、文豪，其实也并不比一般人深知到哪

里去而能包下所有对金钱的认知与理解。譬如，当社会中有许多人被金钱挤压得要死要

活时，那种对金钱的感觉并不是一般学者、文豪所能知道的。再如，当社会中有些人被

金钱膨胀得变嘴变脸时，那种对金钱的感受也不是一般学者、文豪所能体验到的。金钱

是什么物什？为何总让人们难以看清楚它的真面目？金钱是魔鬼？金钱是上帝？金钱还

是神仙？或许金钱本就是三面孔的？那它的真身又是什么样的？种种疑问都是人们千百

年来想要知道的，可经济学类能彻底解释吗？文学类能完全描述吗？我们人类还有没有

其它视角可供选择呢？ 
哲学，哲学的"金钱伦理学"可以是一种研究金钱对象的最好视角选择。哲学的基本功能就

是认识自然，哲学视野是整个自然，哲学对金钱的认知与理解是要在整个自然"大埸"上进

行的，"利、宜、害"是自然中的相间内容，"金钱伦理学"就是对自然相间的"利、宜、

害"进行相关的人类文化反映。如果没有说错的话，由于人类哲学长期处于自我特殊发展

的原因，"金钱伦理学"至今还未到明确启动的时期。自从应用伦理学在前世纪的意外崛起

（也是哲学发展自律的必然），这才让哲学有了跃进"金钱伦理学"的可能。纯"思辩"的月

亮就要西落，重"应用"的太阳就要东起。 
现有经济科学的存在并不能是"金钱伦理学"不应该启动的理由。现有经济科学和"金钱伦

理学"是不同思维层面上的具体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金钱伦理学"是经济科学

进一步发展的再科学需要。经济科学的自规律发展本是好事，但是，如果人类的关于自

然相间的"利、宜、害"的哲学视野总不能开启的话，如果经济科学在将来一旦发生种种特

殊异化的话，人类将来的社会文明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对金钱伦理无知，终要被金钱盲

目祸害。 
在人类经济现象中，自然相间的"利、宜、害"是其中的自然显现，而金钱则是这种显现的

集中体现。自然相间的"利、宜、害"是一种自然相间的能、耐、化结果，社会文明的经济



及其金钱则也是这种自然相间的具体能、耐、化存在。自然相间的能、耐、化道理可以

通过哲学的特殊视角而相应知其所以然，社会文明的经济及其金钱的能、耐、化也可以

通过哲学的特殊视角而相应知其所以然。哲学视野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特殊视角，虽然开

始会让一般人不大理解，但是哲学视野所"看"到的终会促成一般人的豁然开朗。 
2、 
金钱的空间外壳。 
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的金钱空间外壳有三个时期可知：第一个时期是自然物代表征时

期，第二个时期是人文纸质表征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信息标记表征时期。作为目前讲，

我们人类或许正处于金钱空间外壳第二时期末端，在这时节已经可见金钱空间外壳第三

时期的许多端倪，然而，金钱空间外壳第一时期的最后自然物代表征--黄金还在今日发

挥着相当的"后盾"作用。 
金钱的空间外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以物易物的泛交易品充当泛金钱空间外壳时开

始的，这应该说就是金钱的空间外壳的最初存在形式。可以想象人类最初的交换情景，

把暂且有余的物什拿去和别人交换自己需要的物什，虽然金钱的空间外壳在以物易物的

物代表征中乍现乍隐，这种"泛外壳"确实是金钱的原始空间外壳无疑。 
金钱的空间外壳经历漫长的乍现乍隐的以物易物时期以后，较固定的"信物"渐渐流行开

来，金钱的空间外壳开始了真正有"形"的自然物代表征时期。最早出现的金钱的空间外壳

是野兽皮骨、彩石贝壳、工具器皿等等，后来又渐渐在这些具体物什上加上多多少少的

人文标记，并渐进向人文标记表征方向发展。 
金钱的空间外壳借助自然金属表征是人类对金钱的最先信心，同时也是人类对金钱的最

后信心。金钱的根本在哪里？黄金所透露出来的一个人文信息就是人类自以为金钱的根

本就在自然那里。随着金钱空间外壳的人类纸质表征时期的到来，黄金金属或许就越发

成了金钱的空间外壳的自然"信心"。但请试想一下，当我们的金钱的空间外壳进入无纸化

的信息标记表征时期以后，黄金金属的金钱的空间外壳"信心"是会更增强呢？还是会渐次

消退呢？我们在今天还难过早地做出什么确定性的判断。 
3、 
黄金金属是人类对金钱的空间外壳的最大"信心"，同时也是人类对金钱的空间外壳的最

大"疑心"。在人文纸质表征时期，似乎金钱的空间外壳除了黄金金属"靠得住"以外，其它

都是不确定的。如果人类的金钱的空间外壳进入无纸化的信息标记表征时期以后，岂不

更是除了黄金金属"靠得住"，其它的一切更"虚"了吗？！ 
如果其它的金钱空间外壳都"靠不住"，黄金金属又怎能"靠得住"呢？当我们今天再面对曾

作为金钱空间外壳的野兽皮骨、彩石贝壳、工具器皿的时候，假设我们明天又面对作废

了的人文纸质和还原自然本质的黄金的时候，那种感觉能不是和面对曾作为金钱空间外

壳的野兽皮骨、彩石贝壳、工具器皿一样的吗？！ 
金钱的空间外壳只不过就是个借物表征金钱内容的外壳而已。金钱的空间外壳是不确定

的东西，当我们人类要在金钱的空间外壳上乞求绝对"信心"时，大自然中并没有一样物什

能够满足我们人类对金钱的终极"信心"。 
在我们人类于意识上推倒金钱空间外壳的绝对"信心"以后，这或许会引起一场严重的价值

信念危机。当金钱的空间外壳不再是真正"金钱"了，那我们人类真正的"金钱"究竟在哪里

呢？既然金属黄金到头来都要和野兽皮骨、彩石贝壳、工具器皿一样，那我们人类的财

富又拿什么自然物什来贮备或表征呢？ 
有了以上对金钱的空间外壳的"疑惑"就好，这是我们人类推开金钱的自然之门的关键一

步，如果我们人类还处在金钱迷惑心窍的情况下，我们人类不管穷的也好还是富的也

好，不当金钱的终生奴隶才是怪事。就算金钱下也有许多"聪明"人士，那也不过是些有一

定"水平"的金钱奴才而已。因迷惑心窍而生的一个"贪"字，让人类的个体、类体、全体在

金钱面前怎生得了？！ 
4、 
金钱的空间外壳因被金钱内容所借而存在，"物借"是金钱空间外壳的一种偶然生发，同

时"物借"也是金钱空间外壳的一种人文的必然选择。"物借"并不是金钱空间外壳的羞涩之

处，恰恰相反，"物借"正好也是金钱空间外壳值得我们敬重的幸好所在。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金钱空间外壳的"物借"可以说是极为短暂的。以物易物时期没有确切

的金钱空间外壳的"物借"，将来的信息标记时期也不再实有金钱空间外壳的"物借"，中间



就那么可数的万把年"物借"时期。其短暂的金钱"物借"空间外壳怎么能不值得我们敬重和

想念呢？那毕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历史文化。当我们今天再回头看已经没有金钱内容的

古货币时，那种对金钱空间外壳的历史文化感觉岂不也是对金钱的一种特殊反思？！这

种反思很重要，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在金钱面前从"物欲"中清醒过来，另一方面则可以让我

们跨过金钱的"物借"空间外壳之门去追究金钱的内容本来。 
当我们面前摆着一堆野兽皮骨、彩石贝壳、工具器皿的时候，当我们面前摆着一堆黄金

白银、纸币硬币、票据卡片的时候，我们除了有相关的人类历史文明文化感受以外，我

们还有责任去追根究底寻找金钱的真正内容本来。金钱的真正内容本来究竟在哪里？金

钱内容的客观存在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这对于我们人类说来将是何等重大的文明认知工

程。弄懂金钱内容所在，将是我们人类真正步入文明的标志。不弄清金钱内容所在，我

们人类终将无法从钱眼的盲目性中自我解放出来。 
面对此时推开的金钱空间外壳门缝，在下面我个人或许只能做一些管见性的努力。只希

望我对金钱伦理的特殊新探能够唤起有志同仁一起合力，共同把金钱伦理的所以然以一

定文化形式开发出来，"应用"于世界，造福于明天。 
5、 
金钱的本来内容是自然相间的一种能、耐、化存在。 
什么是自然相间？这是人类目前还没有明确认知到的整个自然的三分之一的自然存在。

过去人类已经认知到整个自然有自然空间存在的一面和自然时间存在的一面，就是迟迟

没有认知到整个自然还有自然相间存在的一面。尽管我们人类本身就是整个自然中的部

分空间存在、时间存在、相间存在的具体，尽管我们人类就生存在整个自然的空间存

在、时间存在、相间存在的大统一构成中。或许是因为我们人类自己的生理条件原因，

在意识上我们人类就是对自然相间存在很难做出明确的认知。 
形象化说，我们人类本应该用"三只眼"看整个自然存在的，结果就只睁开"两只眼"看自然

世界，一只"眼"看了自然的空间存在，另一只"眼"看了自然的时间存在，本应该还有的第

三只"眼"却闭着，用什么思辩之类的东西去"想象"填补自然空间、自然时间以外的自然存

在。既然我们人类能够看到自然空间的个体、类体、全体，既然我们人类能够看到自然

时间的过去、现在、将来，我们人类为什么就不能够看到自然相间的能力、耐性、化变

呢？用"三只眼"看整个自然本来是最好使的：整个自然本来就没有没有时间和相间的空

间；同样，整个自然本来就没有没有相间和空间的时间；还是同样，整个自然本来就没

有没有空间和时间的相间。我们人类为何总是睁不开第三只"眼"呢？ 
自然相间的能力、耐性、化变和自然空间的个体、类体、全体及自然时间的过去、现

在、将来一样，都是自组织性的。自然空间的个体存在，必以自然空间的"类体"存在

和"全体"存在为条件；同样，自然空间的类体存在，必以自然空间的"全体"存在和"个
体"存在为基础；亦同样，自然空间的全体存在，必以自然空间的"个体"存在和"类体"存
在为根本；自然空间本就是"个体"、"类体"、"全体"自组织大统一的。又看自然时间，自

然时间的过去必以自然时间的"现在"和"将来"为依据；自然时间的现在也必以自然时间

的"将来"和"过去"为前提；自然时间的将来更是必以自然时间的"过去"和"现在"为基本；

自然时间也还是"过去"、"现在"、"将来"自组织大统一的。我们再看自然相间，自然相间

的能力存在，必以自然相间的"耐性"和"化变"为其支撑；没有一定的"耐性"存在和"化
变"存在，也就没有一定的自然相间的能力存在。同样，自然相间的耐性存在，必以自然

相间的"化变"和"能力"为其支撑；没有一定的"化变"存在和"能力"存在，也就没有一定的

自然相间的耐性存在。还是同样，自然相间的化变存在，必以自然相间的"能力"和"耐
性"为其支撑；没有一定的"能力"存在和"耐性"存在，也就没有一定的自然相间的化变存

在。 
6、 
我们人类的生命存在就是一种自然相间的能、耐、化的具体存在。仅用自然的空间和时

间能说明我们人类自己的自然存在全部吗？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命存在又怎么说呢？"能
力"、"耐性"、"化变"，难道说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命存在不正是这样的自然相间具体吗？ 
推而广之，整个自然中的存在，只要具有自然的空间和时间，就必然具有自然的相间。

我们人类只是整个自然空间中的部分，同时也是整个自然时间中的部分，在相间方面，

我们人类还是整个自然相间中的部分。所推而广之的是其存在之理，正如我们人类的空

间存在和时间存在并不等于整个自然中的其它空间存在和时间存在一样，我们人类自己



的相间存在也不等于整个自然中的其它相间存在。就算要说整个自然"物活"了，我们也得

作出自然相间存在的全新理解。 
金钱内容也是一种相间的"能力"、"耐性"、"化变"的具体。在金钱的日常所见的具体功能

中，无不反映着金钱的"能力"、"耐性"、"化变"的具体存在。从金钱的相间内容存在角度

看，金钱的"能力"、"耐性"、"化变"是自组织统一的，就好比我们人类的生命存在。在这

个意义上说，金钱绝不是什么"商品"后的产物和结果，恰恰相反，如果没有人类在自然生

存能、耐、化基础上进步的社会生存能、耐、化，哪儿来的"商品"？所谓"商品"，不过是

我们人类的金钱相间的"能力"、"耐性"、"化变"自组织中的一种特殊"物现"而已。正象金

钱的空间外壳不论怎么样"物借"演变，金钱的相间内容都是一定自组织存在的，金钱的物

化"商品"的表现不论怎么样历史性人文演变，金钱的相间内容也是一定自组织存在的。 
金钱的相间内容说到底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生存的相间内容。不为了生存，我们人类要金

钱何用？！金钱的相间内容不过是我们人类在自然生存的能、耐、化基础上进步了的社

会化生存的能、耐、化的文明具体而已。金钱相间内容存在的根基就在我们人类自然生

存的"能力"、"耐性"、"化变"那里。只有在自然相间视野中，金钱相间的社会文明内容才

能得以正确显现。研究人类的自然生存相间，进而研究人类的社会生存相间，也就是进

而研究金钱相间，这本来应该是个正大的研究之门，我们人类为何不能直接从这道大门

跨入研究以满足我们人类的文明生存需要呢？弄懂了人类的自然生存相间，进而弄懂了

人类的社会生存相间，也就是进而弄懂了金钱的文明相间，我们人类才有可能从盲目自

在的金钱相间存在中解放出来。 
7、 
当金钱不确定的空间外壳之门被推开以后，金钱的相间的能、耐、化内容也就渐次显现

出来了。金钱是什么物什？透过空间外壳一看，金钱不就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能、耐、化

的具体内容而已；在金钱的内容构成中，金钱既是一种社会生存的能力存在，同时也是

一种社会生存的耐性存在，同时还是一种社会生存的化变存在。在金钱的相间内容

中，"能力"、"耐性"、"化变"是处于自组织状态的，是在自组织的大统一下具体运作的。 
先说金钱相间的"一种"确定，其"一种"就是说金钱的相间内容只对我们人类有效，对其它

物类并无意义。所以，金钱的能、耐、化内容在具体上本就是人类社会性质的。 
金钱相间内容是人类赖以社会生存的能、耐、化存在。人类的金钱能、耐、化是在人类

自然生存的能、耐、化基础上发生的，是人类从自然生存走向社会文明生存的进步表

现。然而，不管人类的金钱能、耐、化再怎么样文明进步，其自然生存的能、耐、化都

是金钱能、耐、化的根本基础。人类个体生存自有一定的自然能、耐、化需要，人类类

体生存也自有一定的自然能、耐、化需要，人类全体生存更自有一定的自然能、耐、化

需要。如果我们人类已经没有了自然生存的能、耐、化需要，所有金钱能、耐、化内容

再怎么样都是不可能有实际存在意义的。所以，金钱相间的根基本是人类自然生存相间

无疑。 
金钱能、耐、化并不属于人类个体仅有，人类个体仅能生发或拥有三分之一的金钱能、

耐、化。在人类个体、类体、全体的三个空间单位中，金钱的能、耐、化存在本就是大

统一的。请试想，如果没有类体和全体单位，人类中的个体还会有什么金钱能、耐、化

具体？同样，如果没有全体和个体单位，人类中的类体还会有什么金钱能、耐、化具

体？再同样，如果没有个体和类体单位，人类的大全体还会有什么金钱能、耐、化具

体？ 
金钱相间能、耐、化的生发者或所有者是人类的个体、类体、全体无疑，三者之间的空

间存在统一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生存相间的金钱能、耐、化具体的空间承载体。 
8、 
人类个体的自然生存或社会生存有条"地平线"，这条"地平线"可以说成是"基本富有"。什

么是富有？自然富有是健康，社会富有是财富，自然加社会的富有是快乐。能满足人类

个体基本的"健康"、"财富"、"快乐"需要就是人类个体生存的"地平线"。 
作为人类个体单位，你的生存时间能万寿无疆？所以，你一生所需要的生存能、耐、化

是相当有限的。再作为粗俗讲，你能吃得了多少？你能睡得了多宽？你的相间生存需要

也一定是相当有限的。个人生命过程的长短并不由你作主，多吃贪睡反而有损健康，你

说你非要贪图那么多"财富"做什么？财多累己，金钱忧人，当人类个体的"健康"、"财
富"、"快乐"失去平衡时，就算你再拥有多少金钱也不是个真正富有的人。 



然而，人类个体的基本社会生存保障确实是金钱能、耐、化的"地平线"。在这条"地平

线"上方，我们人类中有很多人在文明的金钱相间中愉快地生存着。同时，在这条"地平

线"下方，我们人类中也还有很多人为获得起码的文明金钱的生存保障而苦苦挣扎着。 
社会建筑人类个体基本生存保障的金钱能、耐、化的"地平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人

类金钱伦理的基础线。只有明确立足在这条"地平线"上，我们人类文明才会有踏实可讲。

这种"踏实"含有三种理念：第一种理念是，让处于"地平线"上方的人们越是富有越须正当

图谋更高文明层次的"健康"、"财富"、"快乐"平衡；第二种理念是，让处于"地平线"下方

的人们须自我勤奋力图改善命运，自然生存所需都不能获取，基本的"健康"、"财
富"、"快乐"都不能保障，贫困者的文明人也是不能够正常做得的；第三种理念更为重

要，类体或全体社会须为"地平线"上下方的人类个体单位提供附着"地平线"的社会保障，

大多数情况下，为富不仁和饥寒起盗心都是由不得人类个体要去做的，类体或全体社会

如果不能主动文明作为，以上说的第一、二种理念也就不会有多少具体文明意义。 
9、 
金钱能、耐、化内容是人类的社会化所确定的。就算把黄金之类的金钱扔给其它动物，

其它动物能欢喜并享用吗？所以金钱能、耐、化内容只能是人类属性的具体社会特殊。

还有，如果一个人完全处于自然生存能、耐、化的自满足中，金钱对他还有什么用呢？

除非他想要参与到社会文明活动的大场中去，否则就算拥有金山银山对他也是毫无意义

的。 
金钱能、耐、化内容是人类的具体社会造成的。生成或拥有金钱能、耐、化内容的主体

当是具体社会无疑（构成具体社会离开不了人类个体、类体和全体）。然而，金钱能、

耐、化内容的主体角色常常被人类个体所假代："这个人太有钱了，太富有了。"或者

说"那个人太穷了，太贫困了。"似乎金钱能、耐、化的主体就是人类个体。其实不然，人

类社会的全部存在才是金钱能、耐、化内容的真正主体，只不过"无形"的社会全部总喜欢

把它的主体身份特殊零星"瓜分"给它的所有有形的个体成员。当人类个体的假代身份被显

露以后，金钱能、耐、化内容的社会主体身份是不是可以被文明确定了呢？ 
只见"个体"的意识局限性（其局限性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意识本就是自然"个体"的意识），

是我们人类看不清金钱能、耐、化主体的直接原因。整个自然的空间"物体"结构本来

是"个体"、"类体"、"全体"的，由于"意识"这东西就生发在我们人类"个体"这里，只见"个
体"不见或难见"类体"和"全体"当然是一种人类自己特殊的事情。所以，我们人类意识的

自我解放就显得很重要了，把本是"类体"或"全体"的空间存在拟"个体"化来意识也终不是

事情，由"点"到"面"的开放思维并不能得到自然空间全识，我们人类只有同时通过"开放

思维"、"闭收思维"、"一统思维"，这样才有可能突破我们人类自己的自然空间局限，把

整个自然的空间存在特殊看个清楚。只有在这样的特殊意识"状态"下，金钱相间能、耐、

化的具体主体才能被我们人类完全认知。 
金钱能、耐、化主体是我们人类的全体社会。但其"主体"又被具体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所零

星"瓜分"。这就形成了金钱能、耐、化内容的"亚主体"存在。我们人类要知其金钱能、

耐、化的所以然时，就得作三方面的特殊认知：第一种特殊认知是对金钱能、耐、化内

容具体主体的认知；第二种特殊认知是对金钱能、耐、化内容的"亚主体"的认知；第三种

特殊认知就是对金钱能、耐、化内容的主体与"亚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一统性认知。 
10、 
金钱能、耐、化的具体主体是具体的"全体"文明社会。为什么要说成有引号的"全体"，因

为在人类全体文明社会没有真正形成之前，所有区域性的具体文明社会都只能暂时是有

引号的"全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所能知道的自己的社会形成及其存在，大致是由宗法社会向政治

社会进化的。宗法社会的最初形式是建立在血缘部落基础上的，这时候的社会主体所要

维护的是"家族利益"。当血缘部落向联盟部落发展以后，宗法社会就开始向政治社会方向

文明升级，"家族利益至上"开始被"集体利益至上"取代，接下来文明升级的阶梯就

是："民族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区域联合体利益至上"、"全球一体化利益至

上"，金钱相间能、耐、化的主体就这样由家族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逐渐扩展开来，从人

类个体方向渐进向人类类体方向和人类全体方向文明进步发展。 
不论我们人类处于什么样的社会文明阶段，"准人类全体"都是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中

的特殊。就算是处在宗法社会的最初阶段，"家族利益"中都有人类个体、类体、"全体"三



个成份存在，只不过这时候的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中的"全体"成份仅是"准人类全

体"而已。没有"准人类全体"成份，便构成不了金钱能、耐、化的具体主体。在人类文明

进步中，只有到了"全球一体化利益至上"的时候，"准人类全体"成份才能最终到达"人类

全体"成份境界。（那时候的金钱能、耐、化的具体主体才能最终得以文明实现。） 
世界多元化的存在，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的多元是其具体原因。金钱能、耐、化的

具体主体多元，各具特色的"准人类全体"成份存在于各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中是其根

本原因。美元中的"准人类全体"成份绝不会代表其他国家利益，欧元中的"准人类全体"成
份只会服务欧共体区域一元目标。所以，在金钱能、耐、化的具体主体中，在"人类全

体"成份没有具体实现之前，所有多元的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的"准人类全体"成份都

是特殊性的。虽然理想上谁都想满足全人类需要，可现实上谁都是类体性自私的。 
在目前时间段，多元化的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的"准人类全体"成份之间需要建立一种

公正沟通对话程式。"准人类全体"之间的本位自私是世界文明灾难的祸根，还好"准人类

全体"都有在理想上都想美满全人类的因素，在这点因素上就有大统一文明可图，多元世

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当在这方面共图文明进步方好。 
11、 
金钱能、耐、化的"亚主体"是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中的特殊分配。"这金钱是我

的"，"这金钱是我们的"，对金钱能、耐、化份额的占有是产生金钱能、耐、化"亚主

体"的直接原因。在金钱能、耐、化的具体主体中，人类个体有特殊替代主体运作金钱

能、耐、化的具体功能。在特殊替代主体运作金钱能、耐、化的时候，人类个体确实是

金钱能、耐、化的特殊"主人"无疑。 
"亚主体"的具体特殊就是人类个体对金钱能、耐、化份额的占有。在人类个体角度，占有

欲望是其特殊的生存本能。身陷"地平线"下方的人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寻找一定金钱

能、耐、化份额的占有，正常方式不能寻得，就会走非常方式的路途；生活在"地平线"上
方的人们，为了保持现状或生活得更好，也不得不继续追求相当份额的金钱能、耐、化

的占有，坐吃山空是不行的，不得不去占有就象一条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人们不断努力；

超出"地平线"上方的人们，占有欲望的惯力会让人感到永无止境，"亚主体"的角色巴不得

自己能够去和金钱能、耐、化的具体社会主体重叠。 
占有欲只是"亚主体"的主观能动存在，"亚主体"的具体占有却是受金钱能、耐、化具体主

体中的分配律支配的。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中的分配律在"亚主体"这里即是"占有

律"，占有欲对"占有律"的渲染和激励，让人类个体充满了生存活力。然而，占有律并不

会因为占有欲让"亚主体"充满主观能动就成为金钱能、耐、化内容的唯一规律，占有律只

不过是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中的特殊分配律而已。 
12、 
占有律是文明社会阶级划分的根据。在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不能自觉文明作为的时

候，在金钱能、耐、化"地平线"不能文明建筑的时候，在人类意识只见三分之一自然个体

而对自然类体和自然全体熟视无睹的时候，占有律就会成为我们人类挥之不去的魔

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咒语将要把整个文明人类带向自我毁灭。 
对占有律进行文明调节是金钱能、耐、化主体的责任，而且，事实上也只有金钱能、

耐、化主体才能对占有律进行有效的文明调节。不论处于什么样阶段的金钱能、耐、化

具体主体，能否文明调节好"亚主体"的具体占有律，这都直接关系到金钱能、耐、化具体

主体的文明存在状况。是好是孬？全看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的具体文明作为如何。 
在自然的"利"、"宜"、"害"中，避"害"逐"利"是一种范式，淡"利"守"宜"又是一种范式，

化"利"销"害"更是一种范式。三种范式各有自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各自又都有自然不

足，只有在大统一下，三种范式才能是完整无缺的自然范式。金钱能、耐、化具体主体

为什么不可以文明统一运作三种范式呢？人类个体行为总是三分之一的，人类个体只有

三分之一的伦理责任，人类类体和人类全体也应该特殊通过人类个体的具体代表"活"起
来，担当起其他三分之二相应的伦理责任。只有在金钱相间能、耐、化具体主体的整体

行为下，避"害"逐"利"范式、淡"利"守"宜"范式、化"利"销"害"范式才能得到有效的文明

大统一，并具体社会运作之。 
真理何在？应该说"个理"、"类理"、"全理"再有理都不是真理。换种说法都只是些特殊真

理。真理何在？只有在自然的"个理"、"类理"、"全理"具体大统一后才有真理。所以，以

上还是"个理"性的"金钱伦理新探"仅供大家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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