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在当代 > 儒学与当代文明 > 儒学与生态环境

儒学与网络、生命、环境伦理(张立文) 

(2005-7-14 9:56:59)

作者：张立文     

  和合学的本旨是和，它是对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整体和谐、协调、有序的探索，对称融合作为中

国人文精神的原则，在诸多元素、要素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中起着重要作用，促使新事物、新生命顺利化生。和合

学是和乐、和美、和和。它是对人类精神生活中之所以烦恼、苦闷、困惑、孤独、空虚、痛苦的原因以及造成这种原

因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的追究，是对于如何修养心性、如何治疗心理失衡、

情绪失序、精神失常的所以然的探讨，是对于什么是审美价值的为什么的追寻。和、中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 

  和合与和合学义蕴的规定，是对传统和合人文精神的继承，是对传统和合论的转生，这个转生是一个创新。之所

以说是创新，是因为它是化解现代人类共同面临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原理；是21世纪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是由和合

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合可能世界建构的现代中国哲学；继先秦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

三家之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思想的理论新形态。 

  和合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它在回应现代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中，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合学提出了应对

五大冲突和危机的五大原理或中心价值：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整体性的转生，

亦是儒学资源的现代转生。仅就儒学而言，《周易•系辞》讲“天地之大德日生”，《国语•郑语》讲“和实生物”，

这便是和生原理，遵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不同而共处这便是和处原理，遵循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立立人的共立精神，就是和立原理；孔子又讲“己欲达而

达人”，己达达人的共达共富的精神，就是和达原理；孔子讲“泛爱众”，“爱人”，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

也”，这就是和爱原理。 

  这五大原理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导思想的体现。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便不要加给别人，换句话

说，自己不要战争，不要把战争加给别人；自己要和平、幸福，也使别人得到和平和幸福。孔子认为，这是仁的道德

的实践，也是人应终身奉行的恕道。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的最低限度的伦理，是人人都可以这样做

的，那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立、和达原理具有积极的意义，即使人人有此之心，也非人人都有

条件来实施，和生、和处原理，虽具有永久的伦理价值，但需和谐、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而得以

实施。 

三、网络、生命、环境的伦理价值 

  现代，随着高科技的日新月异，传统的伦理道德领域已不能蕴涵和统摄，诸多新型的人的生活活动领域和人际交

往活动方式不断涌现，使人应接不暇，措手不及。 

  （一）、和达的网络伦理 

  和达是指“己欲达而达人的”己达达人的网络世界的通达，而不受梗阻。信息网络是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基

础，各电脑处理节点（node）通过线路连接而成的信息技术系统。它以收发信息为中心，把字、声、图及三者相结合

的超文本多媒体信息功能融合起来，实现了全球性信息资源的共享。 

  互联网进入了千家万户，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法，交往方式，思维方法等。数字化网络世界，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网络教学、学术研讨、思想交流参与公共事务；网络购物，会诊治病，投资交易，指

挥生产等等。人们在现实的物理空间内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学习娱乐、工作办事都可以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完成。

网络成为人类社会依以生存的不可须臾离开的载体，离开了，整个社会就会发生瘫痪。 

  网络世界，虽不同于现实物理空间，但并不是虚无，而是具有虚拟性的数字化的全新世界，由于虚拟而更具隐秘

性，、开放性和快捷性，因而现代信息网络世界给人类的生活、交往、思维方式带来了美好的“数字化乐国”，但同

时，也隐藏着种种杀手和危机。 

第一“杀手”是“网恋”。网恋者把网络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全部，其生命世界、情感世界完全异化为受网络世界的控



制的和奴役，成为“互联网络上的动物”,称为“网虫”。网恋者像抽大烟一样陶醉在网络世界之中而不能自拔，他

们宁愿与机器而不与人在一起生活。网上瘾君子与酒瘾、毒瘾一样，无论在精神上、学习工作上都已带来极大的损

害，导致家庭和社会悲剧的发生。美国每年退学学生中70%是网虫，据调查德国有60万青少年沉迷网络，因此而走上

犯罪的人占青少年犯罪的50%⑻。网民把大量时间化在网上，而妨碍学业、工作，家庭中夫妇女、子女间情感越来越

淡漠，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 

  第二“杀手”是网络罪犯，利用计算机侵入各种领域，窃取情报，盗用钱财，进行金融诈骗，网络骚扰，侵犯知

识产权，编制和传播计算机病毒和电脑黑客的破坏等，给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2000年由于电脑病毒及黑客攻击，使

美国企业损失2600亿美元，严重威胁着网络信息及安全。 

  第三“杀手”是制黄贩黄及垃圾邮件。据英国《卫报》和意大利媒体披露，意大利警方正在调查欧洲历史上最大

“卖淫网络案”，牵涉500－600名家庭主妇和女学生，“男鸨”是35岁米兰男子。他是在伴护公司名义下为欧洲各行

业成功人士提供性服务，他从中提成30%费用⑼。这就直接危害着家庭的稳定。中国亦有所谓“一夜情”等。垃圾邮

件泛滥，每天每人收到400多封，浪费人的精力和时间来处理这些邮件。 

  面对网络“杀手”所带来的“网络生态危机”、“网络道德危机”和“网络精神危机”，儒教能否化解？能否启

示网络世界应走之路？ 

  儒教以其入世情怀和人文关切，从人文化成和礼乐教化契入，弥合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的分裂。儒教“仁者爱

人”的精神，推己及人，由亲及疏，“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种普遍的仁爱原理，是一种最真挚

的、最纯洁的情感，对于化解由于迷恋网络世界而疏离现实世界的人情、伦理有积极的意义。仁爱原理是净化网络世

界的人道主义的原则。从具体而言，网络世界作为人际的信息交往的世界，必须遵守人际信息交往的底线伦理和戒

律、法律等，否则网络世界就会失序、混乱、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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