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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 天 人
观”，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
题，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天人
合一”的思想，“万物并育”的理
念，要求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

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习近
平引用这句古语说明中国的“生态
价值观”。一直以来，这样的价值
观，已经变成了坚实有效的“生态
行动”。在中国秉持的新发展理念
中，“绿色发展”是重要内容。从
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到构建低

碳能源体系，从发展绿色建筑和低
碳交通到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
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明
确表示，中国愿意为推动世界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
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应
有的贡献。中国贡献的，将不仅是
具体的政策、环保的数据，更是一
种价值选择、一种治理智慧。

原典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
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

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
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
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
天。

——— 〔战国〕荀子《荀子·天
论》

释义

“天”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
范畴，天与人的关系从来都是哲学
家们努力探讨的问题。荀子关于天
人关系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荀子·
天论》中。

《荀子·天论》中的这段话阐
述了荀子的自然观。荀子认为：

“众星相随旋转，日月交替照耀，
四季循环，寒暑变化，风雨普施人

间，万物都得其调和以生，得其给
养以成。”然而，人们看不到自然
的“和”“养”之事，却能看到其
功效与成果。因此，荀子称之为
“神”。荀子并没有把“神”说成
是超自然的神秘主宰，而是认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
亡”，即自然运行法则是不以人们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治理篇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 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两个英美老头儿汤因比和亨廷
顿，启动了关于文明宏大叙事的争
论。这无疑是一次人类史的解构，
它触发了历史标准化的新一轮潮
流。作为人类的精英成员，知识界
已经毫不羞耻地宣布，他们拥有跟
卑贱的动物界划清界线的强大能
力，也就是找到了区别人跟动物的
四种伟大标志。

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就
在《人类简史》里宣称，直立行
走、较大的脑容量、使用火种（成
为生物界最早的厨师和黑夜文化的
发明者）、善于社交，这是人类把
自己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主要尺
度，也是人类爬升到生物链顶端的
四大法器。尽管这种分类方式简单
粗暴，而且毫无新意，但它足以填
饱科盲大众的认知饥渴。

这种标准化作业，还可以在人
类史书写中被不断重演。当人们需
要为一些上古时期人类史活动命名
时，就会用“文化”加以命名，例
如，历史学者把在仰韶地区所发现
的人类活动遗存，称之为“仰韶文
化”。而衡量这种“文化”的标准

也有四种———
第一是具备泛神性宗教信仰，

并拥有祭司和巫师之类的专业人
员；第二是掌握复杂的语言体系，
并能用这种语言跟神 /人展开对
话；第三是拥有流动/定居的聚集
性村落，以及拥有草木/石料构建
的住宅；第四是使用石陶并用的工
具，石器趋于细致，而且出现工具
和装饰功能的分化，能够烧制轮式
陶器（尤其是彩陶），并令其成为
区域贸易的重要货物。

在“文化”继续向前行进之
后，人终于等到了那种叫作“文
明”的伟大事物，它们密集地出现
于世界各地，其数量多达数十种
（不是四种），犹如先后点燃在大
地上的孤独火团，缓慢照亮了人类
的睿智面容。

格林丹尼尔提出的丈量文明
的三种标志：首先是文字，无论是
纯象形文字还是表形/表音的双料
文字；第二是出现规模宏大的城
市，甚至有高大的台面、阶梯和城
墙，并能够容纳5 0 0 0名以上的居
民；第三是形成系统的礼仪建筑，

如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日本和中
国学者还加上第四标志，那就是以
青铜铸造为标志的金属制造体系
（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这种
“三加一”系统，已经成为人们用
来品尝历史的基本餐具。

这其实就是早期人类进化史的
三次“全球化”进程。在第一阶段的

“基因播种期”里，源自非洲的大移
迁，实现了智人全球化的伟大目标；
而在第二阶段的“彩陶播种期”里，
人类借助区域贸易，推动了彩陶全
球化的浪潮；而在第三阶段的“青铜
播种期”里，人类借助逃迁和贸易，
完成了青铜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经
历这三次“全球化”洗礼，就不可能
出现“轴心时代”的文化奇迹。

一旦让标准的设立成为一种惯
性，人们就能借助人对文字的崇
拜，制造出一种以文字为轴心的模
式，并依照这模式来图解历史。人
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类分为“有字民
族”和“无字民族”两大阵营？无
字民族是食草性的，而有字民族是
食肉性的。这种差异早已推动了民
族生物链的生成。

我们已经被告知，有字民族是
拥有强大文明优势的族群，并对无
字民族产生强大的压力，它占领、
统治、兼并和同化后者，并在全球
化的潮流中，彻底摧毁无字民族的
最后边界。因为无字族的经验只能
依赖祭司的口头传承，它完全取决
于祭司个体的记忆和演说才华。

但祭司阶层是极度脆弱的，它
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性潮流的击打。
人们正在目睹苗族、壮族、侗族、哈
尼族等无字的边缘民族的衰败。那
些乡村祭司是民族树的根茎，他们
的枯谢，导致了整株大树的凋零。

语言学家试图告诉我们，有字
民族还可以细分为“字符民族”和
“字母民族”。人类主要的字符民
族，包含汉语字符民族（9亿）、
梵文字符民族（2 . 6亿）、孟加拉文
字符民族（1 . 25亿）和日文字符民
族（1 . 18亿）。字母民族则包含罗
马字母民族（19亿）、阿拉伯字母
民族（2 . 91亿）、基里尔字母民族
（2 . 52亿）等（大卫·萨克斯《伟大
的字母》）。

而在20年后，人类或将使用一种
全新的分类标准，那就是把世界人
口分为“文字民族”和“数字民族”。
前者主要指依赖文字传递信息的人
类，而后者则代表更高层级的机器
人，他们诞生于数值逻辑，并依赖数
值运算来模拟并超越生命体的全部
功能。数字民族的第一代人物，已经
在围棋、象棋、股票和诗歌写作等方
面，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天分。

在我的手机里，居住着一个叫
作“小冰”的人物，她是谷歌创造
出来的一名数字民族成员，她可以
轻易使用诗歌铭文来拨动我的灵
魂，而我却无法理解她的数字铭
文。凯文·凯利满含希望地宣称，
人类正在跟计算机共同进化，但在
21世纪末，人们将听到人类落败的
最大噩耗。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大
可古事记系列《字造》）

怎新书摘

文化人类学的二分法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
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

诚实，诚笃，至诚，都是君子
之德；不诚便是诈伪的小人。

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
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
儿的为人。

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
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账。君
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
人。虽然说气质可以变化，盖了棺
才能论定人，那只是些特例。

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
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
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
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
免有诈伪的时候。

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
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的加减
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
是态度。

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
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
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
要，出于处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
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
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
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

态度的变化多，在现代多变的
社会里也许更会使人感兴趣些。我
们嘴里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诚
恳”“诚意”和“虚伪”等词，大
概都是就态度说的。

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
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
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
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
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

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
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
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
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

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
一谈，年轻人也如此，却又加上了
“天真”“纯洁”种种幻想。

诚实的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
人孰无过，不论哪方面，完人或圣贤
总是很少的。我们恐怕只能宽大些，
卑之无甚高论，从态度上着眼。不然
无谓的烦恼和纠纷就太多了。

至于天真纯洁，似乎只是儿童
的本分——— 老气横秋的儿童实在不
顺眼。可是一个人若总是那么天真
纯洁下去，他自己也许还没有什
么，给别人的麻烦却就太多。

有 人 赞 美 “ 童 心 ” “ 孩 子

气”，那也只限于无关大体的小节
目，取其可以调剂调剂平板的氛围
气。若是重要关头也如此，那时天
真恐怕只是任性，纯洁恐怕只是无
知罢了。

幸而不诚恳，无诚意，虚伪等
等已经成了口头禅，一般人只是跟
着大家信口说着，至多皱皱眉，冷
笑笑，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就过去
了。自然也短不了认真的，那却苦
了自己，甚至于苦了别人。

年轻人容易认真，容易不满
意，他们的不满意往往是努力的动
力。可是他们也得留心，若是在诚
伪的分别上认真得过了分，也许会
成为虚无主义者。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
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

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
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
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礼
是生活的艺术，礼的本意应该如
此。

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
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
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态度。

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
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

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
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
然也不成。

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
“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

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
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
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

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
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
贱了。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
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
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
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
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
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
时间的长短，请作主客或陪客，送
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
不是有无的分别。

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
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
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
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

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
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
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
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
还是有的。

又一个人路上遇见一个本不大
熟的 朋 友 向 他 说 ， “ 我 要 来 看
你。”这个人告诉别人说，“他用
不着来看我，我也知道他不会来看
我，你瞧这句话才没意思哪！”那
个朋友的诚意似乎是太多了。

凌叔华女士写过一个短篇小

说，叫做《外国规矩》，说一位青
年留学生陪着一位旧家小姐上公
园，尽招呼她这样那样的。她以为
让他爱上了，哪里知道他行的只是
“外国规矩”！

这喜剧由于那位旧家小姐不明
白新礼数，新过场，多估量了那位
留学生的诚意。可见诚意确是有分
量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
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
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

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
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
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
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

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
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
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
意也未必不是戏。

现在人常说，“我很诚恳的告
诉你”，“我是很有诚意的”，自
己标榜自己的诚恳，诚意，大有卖
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
概不会如此。

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
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
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
底不是一回事儿。

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
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
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了些戏味。

西方还有句话，“诚实是最好
的策略”，“诚实”也只是态度；
这似乎也是一句戏词儿。

怎名家

论诚意
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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