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易傳》中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語是中國古典「文化」觀的濫觴，「人文化成」的

「文化」觀既表達了儒家倫理的核心理念和理論意旨，同時，由此也可能引申出一種關於儒家倫

理道德類型的「文化」倫理觀。

儒家倫理是對西周之「文」的地方性道德知識傳統的繼承、轉化和發展，孔子所言的「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都是明證。「文」所指稱的是周人所確立和實踐

的一套以「文德」「文教」「文章」「文質」「禮文」等觀念為核心的道德品格和精神風尚，這些

品格風尚落實為具體可感的周代禮樂文飾。儒家「人文」就既包括「尚文」的內在道德品格和

精神風尚，也包括外在的禮樂文飾。人禽之辨、文質之辨和禮法之辨奠定了儒家「人文」的理

論前提，在此基礎上，儒家正是以此「人文」為內容，追求社會秩序和心靈秩序的「化成」。在

社會秩序層面，儒家以「神道設教」來轉化原始習俗和民俗宗教，通過移風易俗的實踐和禮俗

互動的機制將儒家倫理觀念和日常倫理生活統合為一體，化成社會的風俗美。在心靈秩序層面，

儒家則以區別於「神文」的「人文」方式奠定了安樂的德福一致觀，為個體心靈秩序提供了由

知善、好善再到樂善的安身立命之基，化成個體的人格美。作為「文化」之古典意義的「人文

化成」，正能涵括儒家倫理的基本理論取向，也構成儒家倫理傳統對「文化」概念和觀念的主

要理解方式。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稱儒家倫理為「文化」倫理學。

「文化」倫理學構成了闡釋儒家倫理的一種本土視域，揭示了儒家倫理的一些理論特質。

首先，禮樂相濟的儒家文化倫理天然蘊含著審美和道德兩個層面，「美善相樂」的價值追求意

味著美與善構成儒家「人文」價值的雙螺旋結構。其次，「人文化成」是儒家倫理的終極眷注

和道德信仰，使儒家倫理呈現為「以道德代宗教」的倫理形態。最後，儒家的文化倫理觀更超

越於化成個體和社會的道德視域，而指向一種獨特的「化成天下」的倫理思維，即試圖以「華

夷之辨」的文明論設定將「華夏」族群維持在相當的道德文明水準，一方面剔抉防範自身墮為

「夷狄」，另一方面，始終以「文」提挈彪炳，自任為「文化」的典範。以「人文化成」的視角

來研判儒家倫理的類型，會發現現代西方倫理學的固有類型和範式無法完全涵蓋儒家倫理的意

旨，其類型學特質已不同甚至超越於規範倫理學和美德倫理學的氣度，而自成一種道德類型。

這些理解都要求我們尋繹「人文化成」的大本大源去闡釋和理解儒家倫理的當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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