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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是其中的关键之一。由于西方工具理

性的泛滥，导致社会心理出现变化甚至扭曲，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异化，也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和

谐共生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研究比较中西方文化心理差异，分析中国和谐态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守护

与西方对立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分离，指出儒家伦理文化能够克服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实现人与自

然可持续发展。儒家伦理文化肯定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对人与人关系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具有重

要意义。儒家伦理思想中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哲学突破了对立的思维局限，具有超越对立的性质，也从

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哲学熏陶下形成的文化心理始终切近并守护着人与自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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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re pr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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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nt,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one of the keys. Due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wester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has changed and even distorted, which has not 
only strained and alien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but also caused serious cracks in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ultural and psycho-
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alyzes the protection of “life world” by Chinese 
philosophy of harmonious state and the separation of “life world” by western opposite philosophy, 
and points out that Confucian ethical culture can overcom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nature. Confucian ethical cul-
ture affirms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existe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Chinese 
cultural philosophy that values peace in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opposites and has the nature of transcending opposites. It also fundamentally determines that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always close to and 
protects human and nature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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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程的加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引进了西方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同时也

引进了西方的文化观念，对我国已有的传统文化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突出表现在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以及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等方面。由于西方工具理性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流行，人们的心理开始发生转

变，不仅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也将这种不和谐的状态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由此导致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不协调不适应的生存现状，出现控制自然的现象，对人与自然

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中西方的文化心理差异使得中国儒家伦理有克服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的

可能，从而推动价值理性在生态维度的积极展开。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指在相同环境下的人所具有的共同

的心理程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的心理程序不同，导致对待世界的思维方式也不同。因此不同文化对

于个体的认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促使人们产生不同的行为。心理学将文化分为个人主义文化和集

体主义文化两种类型，工具理性就是个人主义文化的代表之一，强调个体独立，自我实现、个人的权利

及个人目标的实现，而儒家伦理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代表之一，强调群体的利益、人际关系和谐、注重共

同目标的实现等。这种中西方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心理差异使得中国人在对待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

时把“和谐”状态作为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对西方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超越，也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内在文化动力。 
中国的和谐哲学、儒家伦理文化是经过时间检验所传承下来的文化精华、文化智慧。2023 年 6 月 2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时代课题，指明在新时代应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因相互契合而有机结合，这个“结合”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以及保

持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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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 

2.1. 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指行动上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借助理性达到预期目的，忽

视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把人和物都当做满足预期目的的工具。这种价值取向将人的主体性彻底忽视，

人也变成了和机器一样的存在，失去了人的创造性，受着资本的调配，从而背离了启蒙运动最初描绘的

理性将带给人的美好生活图景的愿望。启蒙运动把人从神权中作为理性的人解放出来，运用实证主义思

维从人的主体出发运用概念、公式、技术等工具认识事物，使得客体对于主体来说成为单方面的实践对

象，而不再是客体事物本身。这一系列问题正是西方文化心理内在非理性的外化。启蒙理性完全被工具

理性代替，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启蒙成为了新的神话，使人再次成为被统治、被奴

役的对象，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把人和物都当做满足预期目的的工具，这种价值取向将人的主体

性彻底忽视，同时工具理性对人的态度，也间接导致对自然态度的改变，人们不再敬畏自然，转而控制

自然。 

2.2. 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思想为孔子提出，其核心价值简单归纳为“仁义礼智信”这一伦理思想，同时注重伦理道

德问题研究，强调发挥道德的社会作用，以道德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吾圣人之道，由仁义礼智以

为道德，忠孝爱敬以尽人伦”(黄宗羲，1986)儒家伦理观念中所包含的积极价值取向能将理性偏离倾向扭

转，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心理支持系统，儒家伦理观念是维护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

之间和谐关系的文化根基，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3. 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 

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得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加深，造成人与自然极度不协调不适应的生存现状，不利于

人们长久的生存和发展。理性的偏离对人与人和谐心理造成破坏，也漫延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达到对

整个社会与自然和谐状态的双重破坏。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进一步实现对人的控制与

奴役，从而扩大了资本的控制的范围，从人类世界逐步扩展的人类社会以外，并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反过

来加深对人类社会的控制。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这种控制的范围逐渐扩大、程度逐渐加深，而控制的根

源在人类社会心理。在工具理性思维泛滥的当前今时代，中华传统思想中的价值之维消失，不仅人的存

在开始异化，自然也逐渐异化，使得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失去了最初的和谐状态。 

4. 中西方文化心理差异的比较 

4.1. 中国和谐态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守护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根脉，而国家蕴含的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构成了民族独特的文化

心理。中国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发生的启蒙运动，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加

入全球化进程慢于西方，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已有用于指导人去认识自然、与自然建立联系的内在哲学

思想。中西方哲学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承认矛盾和对立，不同的是中国和谐态哲学更注重矛盾的统一性和

和谐性，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和谐哲学形态，而西方哲学强调和突出矛盾的对立性和斗争性。任何

一种民族心理的本质特征总是最集中的反映在它的哲学中，中国几千年道德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即和谐，

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和谐的价值观念融入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生活世界的居有与守护，

“生活世界”是指“人们的实践生活过程”，对这个生活世界的肯定理解，也就本源的包含着对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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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中”的人们的肯定的理解，这些人大体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群众”或“民众”。 
儒家伦理思想中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哲学突破了对立的思维局限，具有超越对立的性质，也从根本

上决定着中国哲学始终切近并守护着生活世界本身。具有中国特色的例证如，中国文化是以“家文化”

为基础的文化。“家文化”里的“家”，也就是普通百姓家的“家”，不仅是生活的集体，也是组成社

会细胞等的生产单位。“社会之为物，是许多分子所构成者。人即是构成社会之分子。每一人皆属于其

所构成之社会。一社会内之人，必依照其所属于之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其所属于

之社会方能成立，方能存在。一社会中之分子之行动，其合乎此规律者，是道德底，反乎此者，是不道

德底，与此规律不发生关系者，是非道德底”(冯友兰，2000)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关系构成社会和谐统一

体，从家庭成员的和睦共处，扩展到整个社会系统和谐统一。具体表现在，中国哲学一以贯之地保持着

对民众百姓的熟稔与敬畏。《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曰：“圣人无心，

以百姓心为心。”《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2. 西方对立哲学将“生活世界”分离 

海德格尔在议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直截了当地将哲学与形而上学相提并论。他在《形而上

学的基本概念》中直言道：“我们始终把哲学和形而上学——可能有些奇怪——等量齐观，把哲学的思

想和形而上学的思想相提并论”(海德格尔，2017)。西方哲学对生活世界的贬黜与敌视根源于形而上学的

基本建制，将这一世界“分解”为两个对立的世界并使彼岸世界具有无所不在的优先地位，在西方哲学

发展进程中始终如一地见到哲学对群众的巨大蔑视，这是它脱离并贬黜生活世界的结果与表现。在《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了一个独立

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2009)。这里所说的世俗

基础，指的就是生活世界，即人们在其中生存生活的世界，“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的世界，

不过是生活世界本身的分裂与矛盾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近代西方哲学家们没有找到真正解决矛盾的钥

匙，在于世俗基础、生活世界当中，因此也忽视了物质生产劳动的作用，否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

用。这一哲学建制也使得西方文化心理形成过程中弥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提倡强者为

尊，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使得“群众”成为非本质的存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在这一哲学建制下

的理性不可避免逐渐走向工具理性。 

5. 儒家伦理的重要意义 

5.1. 儒家伦理文化对肯定人的存在的意义 

中华文明中儒家伦理文化最为璀璨夺目，长时间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保持人类社会内部长期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儒家伦理对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辐

射与统领作用。首先，中国儒家文化注重人。孔子构建了以仁(人)为第一概念的儒家文化，认为人(仁)完
全有能力处理好自己与自身、社会以及自然的关系，人是自己的主人，人只要从本心出发，就可以正确

地判断、处理内外世界的一切问题，这与西方启蒙运动把人权从神权中解放出来，高扬人主体性有许多

类似，但西方启蒙运动后工具理性的发展逐渐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否定人所具有的本质力量，把人当

作工具加以利用。儒家伦理文化始终坚信人的本质力量，从文化心理层面肯定人存在意义。 

5.2. 儒家伦理文化对人与人关系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中国儒家文化注重伦理观念，对于构建人与人和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的“家文化”

是由家而国的文化，这种“家文化”必须依靠儒家伦理来进行管理，其中伦指的是共同体。孔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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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用道德与礼仪教化人，人才能不仅具有“羞耻心”而且具有“进取心”。儒家伦理道德对于维护社

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中国文化主张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从国家到个人的小家，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

关系网为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提供了自己的位置和遵循，不会遗漏谁，让其脱离伦理的共同体。在中国文

化中，每个人都是为家庭、家族……直至天下担负着相应责任的一份子，强调人与人之间以血缘关系为

基础的超越经济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关系。“‘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

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组织形式)，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

(冯友兰，2004)这种中国特有的伦理文化心理使得每个人的心都有归处。 

5.3. 儒家伦理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儒家伦理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

内在统一性，只有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比较来看，西方文化中提倡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独立主体，约束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以维护社会

秩序需要依靠法律以及宗教。但是西方社会法律的制定维护的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的是资本的

利益，依靠法律确定下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控制人与控制自然的根源，借用马

克思的话来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2004)而且不存在天衣无缝的法律，

法律依旧存在许多可以钻空子的缝隙，理性的偏离也使得法律也逐渐成为获取私利的工具与手段。儒家

伦理文化将修身养性作为人生第一位的大事情，从人内心出发用道德伦理压制人的贪欲，使得人在构建

的伦理共同体中不断反修己身，这种儒家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生态网络对自然具有辐射和统领作用。 

6. 结论 

中西方文明由于受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因素影响，分别形成了不同的两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内在

所包含的不同的文化心理使中西方文化拥有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正是这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中西

方文明对于技术运用的不同反应。西方因受地理环境、历史因素所形成的固有的对抗心理思维也将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认为是对抗关系，陷入人与人不信任、不团结，搞对抗的惯性思维。两河文明所孕育的思

想具有追求和谐、稳定、包容的性质，而海洋文明孕育的是思想包含对立、自由、二元的性质。中国和

谐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守护，儒家伦理关系搭建的文化心理系统是推动价值理性在生态维度展开的文

化心理因素。我国的内在文化心理决定了不会走向工具理性思维倾向，而是真正地发挥人的理性，站在

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以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为目的，在遵循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同时积极发挥主

观能动性，不断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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