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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 

  20世纪是价值冲突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冷战，无数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是其显著特征。现在的

巴以冲突，是其综合后遗症。从表面上看，价值冲突的原因是市场配额的不等，利润瓜分的不公平，生息领地的有争

议和宗教信仰的有分歧。但从实质上看，一切冲突都根源于非此即彼、主客二分、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不相容价值

抉择。借用孟子的话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人类面临的这一价值冲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构成困扰社会持续发展的五大冲突和五种危机。 

  第一，人与自然的价值冲突及其生态危机。现代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顶级消费者，野菜

草根，五谷杂粮，飞禽走兽，山珍海味，都能充当食物资源。一旦食欲恶性膨胀，杀戒大开，势必危及生物多样性存

在，导致生态环境失衡和退化。工业革命以来，掌握科技知识的现代人，排山倒海，战天斗地，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

的人天大战，“以人灭天”，“以故灭命”。时至今日，物种正在灭绝⑴，大气日益污染，生态环境不堪负重，大地

母亲面目全非⑵。这实际上是以人的尊严侵犯天的尊严，以人生的价值兼并众生的价值。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还

以工具理性的名义宣判天地万物的死刑。 

  第二，人与社会的价值冲突及其人文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个人被从温情脉脉的血缘纽带上剥落下

来，成为赤裸裸的赚钱工具。受物质利益的激励和驱动，整个社会成了实现物质财富增长的大机器。按照零和博弈的

游戏规则，国与国之间展开了价格大战，贸易大战，军备竞赛，国力竞赛。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必须充当视死

如归的角斗士。与此相反，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人解放运动，也发展成为自由主义、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整

合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自由与社会整合之间的价值冲突，使古老的人文精神日趋失落，人文学科受到冷遇

甚至嘲弄。哲学已被多次宣告“终结”，史学成了任人打扮的摩登女郎，文学成了“小品”中的笑语，银幕上的“大

话”和视屏上的“戏说”。书写人文故事的所有文本或被误读，或被涂改，或被解构。人文精神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

怀竟然成了多管闲事的话语骚扰。 

  第三，人与人的价值冲突及其道德危机。市场竞争机制的确立和泛化，使礼让和不争的古典美德全线崩溃。“忠

恕之道”成了不思进取、不敢拼搏的保守主义。人们调动起生物本能里潜在的进攻性，误解《孙子兵法》、《三国演

义》、《韩非子》和《鬼谷子》等“厚黑”谋略，在商海里玩起大鱼吃小鱼的攻略游戏。爱情，婚姻，家庭，道德良

心，社会责任，民族尊严，统统成了致胜的武器。人们仿佛回到了原始的丛林期，依据自然法则扮演狮子、狐狸和山

羊等竞技角色，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使诚信价值濒临危机，道德交往提心吊胆。 

  第四，人与心灵的价值冲突及其精神危机。近代实验心理学将人的心灵拿到实验室里做解剖分析，运用刺激－反

应机械模式把心理活动分为认知、情感和意志三种现象，浑然一体的心灵被初步凿穿。弗洛依德更进一步，根据歇斯

底里病人的临床表现，运用催眠术引发联想，将意识世界肢解成“本我”、“自我”和“超我”，并使它们相互征

战，颠倒梦幻，完整的道德人格被截成三段。在实证科学的旗帜下，人性有始以来丑恶的阴暗面暴露无遗。心理分析

既发现了不少神经疾病，又制造了一些精神病毒。从此以后，心灵世界成了自我征讨自我的战场。本来，信仰是以自

尊、自爱和自强为宗旨的。精神一旦病变，自我发动内战，一切信仰都将化作泡影。 

  第五，人与文明的价值冲突及其智能危机。文明是生命智慧的觉醒状态，是自然智能的创造成就。文明的程度标

志着人道的开放程度，文明的水平标志着人性的解放水平。与以往的生存文明相比，工业文明是以科技发明和创造为

第一推动力的产业文明。这一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创造财富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为了更加

奢华的享受和炫耀。因此，资源消耗多，产品积压多，财富靡费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

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工业文明开始了从道琼斯指数向纳斯达克指数的资本飞跃。与此相应，人工智能开始逐步取代自

然智能在发明过程中的传统角色，数字化的虚拟时代即将到来。如果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剥去了笼罩



在人头上的神学光环，使人放弃了他在宇宙时空的中心地位和在“上帝之城”的选民资格，那么，克隆技术的发展和

人工智能的完善，将迫使人成为十足的工业制品，人的全部的思想尊严将受到无情的揶揄。一旦图灵机模式被创造性

突破，神经元计算机彻底取代硅晶体计算机，包括思想、感情和意志以及创造性在内的人脑自然智能将被电脑虚拟放

大，甚至功能超越。到那时，文明的价值高于人类的价值，电脑的智能胜过人脑的智能，人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价值冲突有可能将文明的悲剧反演成人类的悲剧。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五大冲突和危机合乎逻辑的演绎结

果。因此，要避免人类的悲剧，就必须中止反演律的逻辑效应，必须化解日益激化的价值冲突。 

  按照和合的文化战略构想，要化解价值冲突，中止逻辑反演，就必须确立和爱准则，尊重生命智慧，保护自然生

态，建筑生生大道，让人刚毅地植立在天空下，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使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以及工业文明无条件地

维护人生的价值和思想的尊严。为此目的，需要重新培养“乐山乐水”的仁智情趣，重新树立“仁民爱物”的伦理精

神，悉心守护“乾称父，坤成母”的元始生存境域，有效防治“理性法庭”的权力滥用，彻底消除“技术阱架”的视

阈屏蔽，全面医治“文明病毒”的智能污染。 

二、和合学对人类冲突和危机的化解 

  如何化解人类所面临的，困扰社会持续发展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以什么理念指导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笔者认

为，和合学是最佳的选择。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诸多元素、要素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

化过程中诸多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有五义：即差分与和生，存相与式能，冲

突与融合，自然与选择，烦恼与和乐。和合之真，是和合关系之真，差异和生是和合的自性生生义，存相式能是和合

的本质形式义，冲突融合是和合的变化超越义，自然选择是和合的过程真切义，烦恼和乐是和合的艺术美感义，统此

五义，即是和合关系之真的展现，或曰：“和合起来”义。 

  所谓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义理为依归，以

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和合学的意蕴：即然与所以然，变化与形式，流行与超越，对称与整合，中和与

审美。和合的主旨是生生，生生是不息的流程，是新生命的化生，体现了对生命存在的关怀。生生说明了对生的然的

所以然的求索，便是“和合”或“合和”。“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

者也。”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伦常道德规范的和合，使百姓得到保养和实行。如何生生？怎样

生生？便是“夫和实生物”⑶，“夫物合而成” ⑷， “天地合气，人偶自生”⑸， “阴阳合和，而万物生”⑹， 

“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⑺。 “合和”、“和合”作为新生命、新事物的和合体，是冲突融合生生的所以然，这

个所以然，是和合的真元。 

  式能是一变化的动态结构，是潜能的发动不息。存相有对等和变化，和合学是对于存相和式能的各种理解的反

思，是对于诸多元素、要素构成新事物、新生命的中介转换机制的探讨，是对于存相变化日新的生命力潜能的寻求。

所以说存相和式能都是大化流行中的存相与式能，和合学不仅仅是融合，融合也不就是和合，和合包容了冲突融合，

超越现实的冲突融合是基于价值理想的追求和价值导向的理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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