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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徐复观对文化的哲学省察是通过内省证悟的方式而不是外在的观解的方式 ∀ 正是在这种省察文化的方式 

中 � 徐复观见出了中国文化反求诸己的精神或工夫的价值 � 从而不仅维护了中国文化 � 更为人类文化的健全发展开 

出了医治之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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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与动物群落之间的最大区别乃是在 

于 � 人类社会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 而动物群落则是一 

种本能的集合 ∀此即是说 � 人生活在文化之中 � 而动 

物生活在本能之中 ∀人虽无时不刻不是生活在文化 

之中 � 但稍一究诘 �什么是文化 �则是一个令人茫然 

而难以回答的问题 ∀ 所以 �罗威勒说 � / 在这个世界 

上 � 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 ∀ 我们不能分析 

它 � 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 �我们不能叙述它 �因为 

它没有固定形状 � 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 � 这正 

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 � 当着我们去寻找文化时 � 

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 � 它无所不在 ∀ 0 ≈����� 由此 

可见 � 文化问题确乎是一个/ 百姓日用而不知0的繁 

复问题 ∀然文化总是人的文化 � 故无论怎样谈文化 � 

总割弃不了与人的联系 ∀ 以一定的方式来谈文化 � 

必定以一定的方式揭示了人的本质 ∀ 因此 �对文化 

进行哲学的省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它直接关涉 

到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 进而关涉到世界的维系与发 

展问题 ∀徐复观即依据儒家的根本精神 �对文化问 

题作了深刻的哲学省察 ∀他的这种哲学省察的价值 

如何 � 它的理论归结在哪里 � 这是本文拟解决的问 

题 ∀ 

一 ! 徐复观文化省察的基本路径 

要认识徐复观对文化的哲学省察的价值及其归 

结 � 须先了解对文化的哲学省察有两条基本的路径 � 

即外在的观解之路和内省的证悟之路 � 两相计较方 

可显示其价值 ∀什么是从外在的观解之路来省察文 

化呢 � 这里以斯宾格勒和卡西尔为例来加以说明 ∀ 

斯宾格勒的5西方的没落6一书的主旨是尝试对各文 

化系统的兴衰作一历史的探讨 ∀斯宾格勒拒绝采用 

一般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的问题 ∀他认 

为 � 历史文化的特质在于它有一个活泼的生命世界 � 

这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 灵魂0与/ 观念0 �一个民族 

的文化便是在其特定的灵魂之下的观念的兴衰史 ∀ 

基于此 � 斯宾格勒坚决反对西方中心论 � 他认为世界 

历史上曾有古希腊 !西欧 !中国 !印度 !埃及 !阿拉伯 ! 

墨西哥 !巴比伦等八个已经发展完成的文化民族 � 再 

加上尚未完成的俄罗斯文化 �共九个不同的文化团 

体 � 因其各自的灵魂不同而在历史上遭逢着不同生 

往异灭的命运 ∀因此 � 在斯宾格勒那里 � 便不存在有 

/ 世界史0的观念 �只有各个文化兴衰的局部史 ∀ 这 

种局部史只要发现了代表其灵魂的象征符号�即观 

念� � 如古希腊的阿波罗灵魂 �西方近代的浮士德灵 

魂 � 中国的道德灵魂 �印度的宗教灵魂 �埃及的/ 石0 

之灵魂 � 墨西哥的美扬灵魂 � 俄罗斯的/ 平板0灵魂及 

阿拉伯文化的昧津灵魂等 �在历史中的命运就是可 

以被/ 计算0的 �这便是他所自诩的/ 历史的逻辑0 ∀ 

依照这种逻辑 � 每个文化在历史中的命运是不可抗 

拒的 �我们无须怀念其过去 �也无法幻想改变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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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我们只能站在我们的岗位上 �做着命运可能容 

许我们所做的一切 ∀斯宾格勒把文化建基在一个民 

族的灵魂背景之上 �表明他对各民族/ 共命慧0的表 

现 � 有着深切的了悟 ∀也就是说 � 斯宾格勒在对一个 

历史文化的性状的描述上 � 表现出了过人的见识 � 但 

在对一个文化的发展与走向问题上 �却表现出了强 

烈的命定主义 ∀他自认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对 

待历史文化问题 �然却以命定主义的态度来/ 计算0 

历史文化 � 实不知不觉滑入了自然科学方法之中 � 而 

丝毫不能触及历史文化中的理想主义 �这不能不说 

是斯宾格勒的悲哀 ∀他把人类的文化划分为方生方 

死 !方死方生的互不联系的文化系统 � 好像人类完全 

是在黑夜里胡乱摸索的孤魂 ∀他曾美言活泼的生命 

世界 �实则他根本未能契合人性之全 � / 他的历史观 

念依然完全是西方即一套机械的世界观念的翻版 � 

内中一点生命的光辉未见0 ≈����� ∀ 卡西尔是新康德 

主义者 � 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发轫于康德哲学 � 并声言 

为其学的一个继承和拓展 ∀ 他认为 �人类文化的每 

一内容不只是个孤立的现象 �都是建立在一个普遍 

的形式原理 �即人类精神的创造力的活动之上 ∀ 人 

类文化的诸领域尽可各异 �但却是人类精神同一创 

造功能在不同领域活动的结果 ∀唯如此 � 理想主义 ! 

唯心论的基本论点才能得到真正的与完全的证实 ∀ 

所以他在5人论6从神话 !宗教 !语言 !艺术 !历史和科 

学等六项文化成就中 �试图说明人类万殊的文化现 

象无非是同一精神的作用而形成 ∀卡西尔的这种文 

化哲学的理论架构 �确实展示出了他的一个伟大的 

综合心灵 � 及理想主义的文化追求 ∀ 他看到了整个 

的人生 �未尝以一个抽象的原理来代替甚至牺牲人 

生的丰富的内容 ∀但他通过人类文化的符号系统来 

展示这种人生的丰富性 �又表现出了他的文化哲学 

的极大的限制性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处处都假设有 

一种共同的活泼精神主体力量作为基础 �符号方得 

以发用 � 这本表现出了精神的高致 � 然遗憾的是卡西 

尔始终未能契合此一精神主体而有一当下的证悟 � 

故他仅只能从文化的现象层面描述精神的活泼作 

用 � 真可谓舍本逐末 � 外而非内 ∀他以外在的归约观 

照取代内在的省察证悟 �无形中便以科学抽象取代 

了价值主宰 ∀尽管他从不放弃人类精神丰富性的理 

想 �但在他这样一个外在归约观照的文化哲学省察 

系统中 � 在科学方法及其价值的挤压下 �人类精神的 

丰富性的理想就免不了萎缩和落空了 ∀ 斯宾格勒和 

卡西尔对文化的哲学省察 � 虽各有其胜义 � 但亦有其 

掩饰不住的缺点 � 其中一个最大的缺点是 � 他们都是 

就人类文化的外在成就来谈文化的问题 �这是一种 

外在观解的方式来省察文化 ∀ 在这种方式中 �尽管 

也可以美言生命 !精神和价值等问题 � 但这是切就人 

类文化的外在成就的观解 �而不是就生命当下的内 

省与证悟 ∀虽然他们都能从与自然相对置的立场来 

界定文化 �但所走的依然是实在论的路子 ∀ 这样一 

来 � 对文化的省察 � 要么像斯宾格勒那样陷入命定主 

义 � 要么像卡西尔那样只能谈由知识建构的理想主 

义 � 而不能谈道德的理想主义 ∀ 如此 � 则人生的丰富 

性必丧失而挂空 ∀ 唯有在道德的理想主义的文化 

中 � 方能尽人生之全蕴 ∀但要谈道德的理想主义 �不 

能走外在观解的路 � 而必须走内省证悟的路 � 这正是 

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所在 ∀徐复观对文化的哲学省 

察正是走的内省证悟之路 ∀ 

所谓内省证悟之路 �就是从生命的念愿或生活 

的情调本身处来省察文化 ∀ 对于文化 �徐复观的一 

个根本观点是 � 

文化是人性对生活的一种自觉 �由自觉而发生 

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即价值判断� ∀ , ,所以 �谈到 

文化 � 总是精神上的东西 � 其起源总是起于人性对生 

活之自觉 ≈����� ∀ 

所谓/ 自觉0 �就是文化因人性之逐步觉悟而证 

成 � 此即是由内省证悟之路来谈文化 ∀ 由此而来谈 

文化 � 可于当下的活泼生命中体认一个精神之全 �这 

个精神之全是妙用无方 �具众理而应万事的 ∀ 它可 

以表现为文化 �但却很难在具体的历史文化中全盘 

实现 ∀孔子所说的/ 予欲无言0及老子所说的/ 道可 

道 � 非常道 � 名可名 �非常名0 �都表示他们已体认到 

用具体的历史文化表现精神之全的无奈 ∀ 因此 �同 

这个精神之全相较 �人类具体的历史文化都是有限 

制的和偏枯的 ∀ 从西方文化发展史来看 �是走的向 

外分解自然的路而发展出了科学系统 �但却遗忘了 

价值系统 � 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 � 是走的向内回护 

生命的路而发展出了价值系统 �但却遗忘了科学系 

统 ∀可见 � 走内省证悟之路而体认出一个精神之全 

来省察文化 � 一方面可不至以偏概全 � 以为自己的文 

化是唯一高明的文化而自傲 �不尊重甚至压制别人 

的文化 � 另一方面不至自暴自弃 � 以为自己的文化一 

无是处而否定之 �不加限制地去盲目接引别人的文 

化 ∀由此可知 �具体的历史文化系统通过相互补充 

和借鉴 � 是可以日趋完满而臻于一个相对的整一的 � 

而不会是像斯宾格勒那样 �认为具体历史文化系统 

的方生方死是命定而不可移的 �也不会像卡西尔那 

样 � 从一个具体的有限制的历史文化系统中反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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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谈人生的丰富性和理想主义 ∀ 

因此 � 文化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谈 � 即历史性层面 

和整全性层面 ∀文化的历史性就是把文化与人类历 

史的发展结合起来 �说明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一个历 

史过程 � 人生现实中的存在方式亦是一个历史过程 ∀ 

/ 在文化的历史特性的规定层面 �历史性与一定时 

代 !一定民族 !一定社会的文化相联系 �展示了文化 

的差异性 �亦即人的文化存在的差异性 ∀ 0 ≈������ 所 

以 � 在文化的历史性层面 � 可以谈一个具体的历史文 

化的成就 !特色 � 同时亦可谈其限制与不足 ∀文化的 

整全性就是人于生命之中体认出的那个精神之全在 

文化中的实现 �这时人类各具体的文化出现了大融 

合而趋于一个统一的文化 �但这个统一的文化尚未 

出现 � 故到目前为此 �文化的整全性还是一个理念 � 

它是人类文化创造的理想和目标 �随着这种理想和 

目标的实现 �人生的丰富性才在人的具体历史存在 

中落实下来 �人在此时的存在方式才真正实现了人 

的本质 ∀这便是真正的理想主义 �人的生活世界唯 

有依此而得以维系乃至发展 ∀ 

二 ! 徐复观文化省察的价值 

那么 � 为什么惟有在内省的证悟省察中 � 文化才 

能由历史性层面而臻于整全性层面呢 � 这里面蕴涵 

着怎样的价值趋向和理论归结呢 � 徐复观通过对文 

化的历史性层面的限制与不足 �以及如何被超越与 

克服的探讨 �不仅说明了这种省察文化之方式的价 

值 �而且进一步维护了中国文化以反求诸己的精神 

或工夫为本位的基本思想 �可以说这正是徐复观对 

文化的哲学省察之归结 ∀ 然而 �这在徐复观的论证 

中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 

关于文化 � 徐复观明确地将其分为整全性层面 

和历史性层面 � 

这个问题�即文化 ) ) ) 笔者注�我们可以从两层 

去了解它 ∀就第一层说 �无论文明 !文化 �都是人造 

出来的 � 人在本质上没有分别 � 故文化在本质上没有 

分别 ∀就第二层说 � 人的本质没有分别 �但人在成长 

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条件 �便出现许多形态不同的 

人 ∀文化的本质没有分别 � 但人性是个无限的存在 � 

有无限的可能性 � 文化在发展中所遭遇的条件不同 � 

便会发展成不同形态的文化 ∀有的发展偏向这一方 

面 � 有的发展偏向那一方面 ≈���� ∀ 

这里徐复观正是切就文化的整全性和历史性来 

谈文化这个问题的 ∀文化的整全性就是人性的无限 

性 !整全性 � 这在/ 理0上说 �没有差别 ∀ 但人性的无 

限性 !整全性在现实中落实下来 � 却有现实的可能性 

的差别 � 这便形成了文化的历史性 ∀具体地说 � 就是 

文化的中西之别 !层级之别等 ∀ 在文化的历史性层 

面 � 当然有成就与特色 � 但亦有限制与不足 ∀ 既有限 

制与不足 � 就应该克服和超越 �也就是说 �文化应逐 

渐由历史性向整全性升进 ∀ 那么 �这种升进如何可 

能呢 � 这在徐复观看来 �必须经内省的证悟之方式 

始为可能的 ∀ 因此 �徐复观从中西文化各自的不足 

以及如何克服各自的不足 �文化的层级之别以及如 

何由低层级向高层级升进两个方面进行了解说 ∀ 

关于中西文化各自的不足以及如何克服升进的 

问题 � 徐复观认为 � 这只能从各自的文化的基本精神 

的分析开始 ∀尽管/ 在很长的历史中 � 文化总不会完 

全作单线的发展 ∀ 但在人类未自觉其本身缺憾以 

前 �其 活动总 会 无 形 的受 此 一 基本 性 格 之 局 

限0 ≈����� ∀这就是说 � 中西文化在各自的基本精神性 

格之下 � 形成其各自的成就 !特色 �亦形成其各自的 

限制与不足 ∀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精神性格在于 � 

西方文化主要源于希腊的好奇精神 �并由此形成了 

科学传统 � 中国文化主要源于周初的忧患意识 � 并由 

此形成了道德传统 ∀ 具体到中西文化来说 �西方是 

科学系统发达 !价值系统萎缩 �而中国则正好相反 ∀ 

因此 �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 � 中西双方应作各自不同的 

努力 ∀

对于西方而言 � 要加强文化中的价值系统建设 � 

主要应该重视道德问题 ∀徐复观认为 �道德在西方 

文化中一直未得到真正的落实而生根 �西方虽自苏 

格拉底始便开始重视道德问题 �但却是以知识的态 

度来讲道德 �其对道德的要求实际只成为对知识的 

要求 ∀至于基督教 � 徐复观认为 � 道德在那里依然没 

有生稳根 ∀所以 � 西方文化中科学系统的限制 � 从理 

论上讲 � 是一个道德建设问题 � 其表现为人类理想的 

磨灭 � 从现实上讲 �是一个人格修养问题 �其表现为 

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据 ∀ 对于中国而言 �要加强文化 

中的科学系统的建设 �主要应该重视知识问题 ∀ 徐 

复观认为 � 中国文化从内在精神来说 � 虽不含反科学 

知识的成分 � 但因其走的是与自然过分亲合的路 �其 

成就的是/ 浑然与物同体0的境界 �而发展不出科学 

知识 ∀中国文化之所以不能成就科学知识 �依徐复 

观的看法 � 乃是中国文化是从仁性 !道德性的涵融方 

面去阐发人性 �这只是人性之一面 �而人性之另一 

面 � 即知性的概念 !法则方面在中国文化中被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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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 �在中国文化中 �政治的客观性 !法则 

性不能见 � 民主政治始终不能出现 ∀ 民主政治的基 

本要义便是主权在民 �实行民治原则 ∀ 中国文化特 

别是儒家文化虽屡屡讲到/ 民之所好好之 � 民之所恶 

恶之0�5大学6� � 即政治上的权力应掌握在人民的手 

里 � 但因客观性的民治原则不能出现 � 故对于人民如 

何使用政治权力 �始终不能有积极的建构 ∀ 这样一 

来 � 实际上的情形是 � 政治上的权原完全操持在人君 

一人之喜怒哀乐之上 �致使中国文化中关于政治的 

伟大理想与悲愿 � 至多只能起到修正 !缓和专制毒害 

的作用 �这虽然在最低限度内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许 

多黑暗的时代 �但这毕竟是这种伟大理想和悲愿的 

委屈 ∀
中西文化的这种各自不同的优长与不足 �形成 

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个性 �即文化的历史性层面 ∀ 之 

所以形成这种各自不同的个性 �乃因为人性向一面 

作偏至的自觉的结果 ∀ 那么 �文化的个性即历史性 

层面如何向文化的共性即整全性层面升进呢 � 徐复 

观认为 � / 文化的个性 � 是文化创造的结果 � 也是文化 

创造的过程0 ≈����� ∀此即是说 � 文化由个性向其共性 

升进 � 即文化的创造和新生 � 乃是在个性中创造和新 

生 � 即依傍于内在的个性自觉 � 而不是依傍于疏离于 

个性之外的外在模仿 ∀ 简言之 �升进是在内在自觉 

中升进 � 而不是在外在模仿中升进 ∀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 � 徐复观才说个性不是一种自然的死物 � 而是一 

个创造的核心 ∀徐复观正是依着这种思路来谈中国 

文化的升进问题 ∀ 徐复观认为 �中国文化的不足和 

限制乃在于缺乏科学知识 �但这种限制与不足只是 

人性之暂时的未觉 �并非科学知识乃根本与中国文 

化不相融之异物 ∀他说 � / 儒家精神中之所以没有科 

学 � 只是由道德实践性限制了思索的自由发展 � 由道 

德的主体之重视不知不觉地减轻了事与物的客观性 

之重视 ∀但是这种限制与减轻 �并非出于道德本身 

之必然性 � 而只是由开端时精神所向之重点不同 � 遂 

由人性一面发展之偏而来的 ∀ 不自觉科学的成就 � 

是人性另一面的成就 ∀ 0 ≈����� 因此 �要在中国文化中 

开发出科学知识 �只须使这个未被觉者被觉即可 ∀ 

他说 �/ 由知性的发展以成就科学 �因此而可以满足 

博施济众之要求 �亦即所谓道德上的要求 ∀ , ,这 

将是孔孟程朱陆王所欢欣鼓舞去学不厌诲不倦的 ∀ 

其所不同于西方者 �将只是勉励大家以仁心来提撕 

科学 � 使无善无恶的科学 � 只在完成人的道德上发生 

作用 � 而不致利用为反道德的工具 ∀ 于是科学在儒 

家精神中亦可看出其新的生命与价值 �而益增加其 

应当自由发展之信念 ∀ 仁性与知性 �只是人性之两 

面 ∀只须有此一觉 � 即可相得益彰 ∀ 0 ≈����� 依徐复观 

之意 � 在这种升进中 � 使文化系统中之未被觉知者浮 

现 � 且此浮现者�如科学�不似别的文化系统中的如 

是者之那般无根漂荡�即无善无恶的科学� �乃是此 

文化系统主体的发用 � 复随着这种发用 � 此文化系统 

日益光大其效 ∀这才是真正的升进 � 由此而/ 可见人 

性之全0 � ≈����� 文化亦由历史性层面升进至整全性层 

面 ∀ 

徐复观的这种理论 �用在中国文化的创造和新 

生上是很周洽的 �但用在西方文化的创造和新生上 

是否亦很周洽呢 � 依徐复观的看法 �西方文化开出 

了发达的科学系统 � 但并没有很好地开出价值系统 � 

则西方文化的创造和新生就是内在于其科学系统而 

升进至价值系统 �但这将如何可能呢 � 休谟早就指 

出了科学系统和价值系统的不同构型 � 即从/ 是0�科 

学系统�推不出/ 应该0 �价值系统� ∀ 因为科学系统 

是外在的名物度数 �内在于这种外在的名物度数的 

观解并不必然地会引出一种价值系统 ∀ 因此 �徐复 

观的这种内在自觉升进说用在西方文化身上并不周 

洽 ∀也就是说 �西方文化必须从外在的观解中收束 

回来 � 走内省的证悟之路 �直接切就人自身 �反求诸 

己 � 挺立道德主体 �开出价值之源 �始可超克其有限 

性而向整全性升进 ∀ 

关于文化的层级之别以及如何由低层级向高层 

级升进的问题 ∀ 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来谈的 �即低 

次元的传统和高次元的传统 !基层文化与高层文化 

之间的层级升进关系 ∀ 

先看低次元的传统和高次元的传统的层级升进 

关系 ∀儒家非常重视传统 �现代新儒家在时代的风 

潮中 � 更是为回归传统而奔走呐喊 ∀/ 没有伟大地传 

统的启发 � 而只靠在时代的横断面中 � 作点滴的知识 

追求 � 不可能把握住人生的方向 ∀ 迷失了方向的人 

生 � 不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的立脚点 ∀所以我的谈传 

统 � 岂仅不是反对现代化 � 正是要从人的根源之地来 

形成现代化的动力 ∀ 0 ≈������ 这就是说 � 传统与现代并 

不是相互对反抗拒的关系 �而是相互促进定位的关 

系 ∀何以能如此 �这便涉及到现代新儒家对传统的 

基本认识 ∀现代新儒家决不把传统看作一种僵化的 

死物 � 而是一种跃动的活的生命 � 是一种文化发展的 

内动力 ∀关于传统 � 徐复观将其作了层级的区分 �即 

低次元的传统和高次元的传统 ∀所谓低次元的传统 

就是指一切风俗习惯 � 表现为各种具体的事象 � 存在 

于人们的不问因由 �相互因袭的生活方式中 ∀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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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的传统 �徐复观认为有两个特性 �其一 �因表 

现为各种外在的具体事象 �故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 

较少 � 其二 � 因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较少 �故是被动 

的而不是自觉的 ∀ 这两个特性表明 �此时的传统并 

不是内在于人的精神生命而表现为一种创造力 �而 

多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生活规范 �有时甚至表现为对 

精神创造力的嵌制 ∀此时人们多以风俗习惯本身的 

是非为是非 �合之者是 �不合之者则非 ∀ 因此 �低次 

元的传统富于保守性 � 缺乏自我批判 !自我改进的力 

量 � 因而是一种静态的存在 ∀ 正因为低次元的传统 

是一种静态的存在 � 使人们极易把捉 � 故一般人们所 

说的传统 � 都是在这个层次 ∀但这个层次的传统 � 正 

如徐复观所说 � 乃是挟泥沙而俱下的黄河之水 � 既有 

合理的有意义的东西 � 又有不合理的无意义的东西 � 

既起到了稳定社会整合人心的作用 �又起到了嵌制 

时代阻滞发展的反作用 ∀若对传统的认识只停留在 

这个层次 �则儒家对传统的重视和颂扬似乎是不合 

理的 �故这种层次的对传统的认识显然是不够的 ∀ 

因此 �徐复观特别地指出了高次元的传统的价值和 

意义 ∀所谓高次元的传统 � 是/ 通过低次元中的具体 

的事象 �以发现隐藏在它们后面的原始精神和原始 

目的 ∀ , ,它是精神地存在 �不是目可见 �耳可闻 � 

而须要通过反省 !自觉 �始能再发现的0 ≈����� ∀ 正因 

为高次元的传统是一种精神的 � 通过反省 !自觉而存 

在的东西 � 所以它能给低次元的传统以批判 � 以改进 

其限制和不足 ∀ 徐复观认为 �高次元的传统有四种 

特性 � �一�是理想性的 ��二�是批判性的 � �三�是动 

态性的 � �四�是在不断的形成之中 ∀ 这样 � 高次元的 

传统本身即含有超越传统的意义 ∀ 

再看基层文化与高层文化的层级升进关系 ∀所 

谓基层文化 �即指的是社会所传承的低次的传统 ∀ 

而高层次文化 � 则是少数的知识分子 � 对于知识的追 

求 !个性的解放 !新事物的获得 !新境界的开辟所作 

的努力 ∀二者常表现矛盾冲突 � 前者是无意识的 !保 

守的 !以社会性为主的 � 后者则是自觉的 !前进的 !解 

放的 � 常表现为要打破传统 ∀ 在这里 �徐复观指出 � 

基层文化就是低次元的传统 �虽然高层文化和高次 

元的传统有许多相似性 �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 他 

认为 � 高次元的传统既不属于基层文化 �也不属于高 

层文化 � 而是在二者之间消解其矛盾冲突 � 使这两层 

文化得到折衷而构成生活上的秩序 !谐和 ∀ 其所以 

能如此 �乃是因为高次元的传统具有理想性 !批判 

性 !动态性和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等特征 ∀ 由此 

可见 � 在徐复观看来 � 基层文化与高层文化之间的层 

级升进 � 正是以高次元的传统为依托的 ∀ 

徐复观对文化的层级问题两个方面的分析 �最 

终都落脚到高次元的传统 ∀ 可见 �高次元的传统在 

文化的层级升进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 但高次元 

的传统到底是什么东西 � 徐复观并没有明确的指 

谓 ∀在低次元的传统和高次元的传统 �基层文化与 

高层文化 � 这二组四个概念中 � 其余三个皆有明确的 

指谓 � 即低次元的传统与基层文化的意含基本相同 � 

就是指大众文化 � 高层文化则是指精英文化 � 而高次 

元的传统 � 徐复观只说是一种精神 � 我们须要进一步 

解明这种精神具体意含是什么 ∀ 依徐复观所说 �高 

次元的传统既不属于基层文化 � 也不属于高层文化 � 

而是使二者得到谐和 ∀ 则由此可知 �高次元的传统 

是一种中介 � 一种作用 ∀更准确地说 � 高次元的传统 

是以内省证悟的方式创造文化的精神 ∀徐复观引用 

日本哲学家务台理作的话进一步表明这个意思 � / 传 

统�指高次元的传统�是一种热情 � 没有这种热情 �即 

不会有创造文化的气力 ∀ 0 ≈����� 故徐复观在说到高次 

元的传统的时候 � 反复强调反省 !自觉 ∀低次元的传 

统或基层文化因没有走内省证悟之路 �因而当然是 

外在的 � 不自觉的 ∀ 而高层文化因走的是内省证悟 

之路 � 故当然是内在的 !理性的 ∀ 这样 �高次元的传 

统就是一种反求诸己的精神或工夫 ∀基层文化中的 

人们 � 因没有通过这种精神或工夫 � 文化对他们而言 

常是不自觉的 !规范性的 �而高层文化中的人们 �因 

通过了这种精神或工夫 �文化对他们而言则常是自 

觉的 !理想性的 ∀ 而文化要从基层文化向高层文化 

升进 � 须依高次元的传统为中介 � 即须通过反求诸己 

的精神或工夫 ∀ 

徐复观通过对文化的中西及文化的层级两个问 

题的考察研究后 � 不仅见出了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 � 

更重要的是 �他把克服不足而至整全的动力落在中 

国文化反求诸己的精神或工夫之上 ∀ 本来 �反求诸 

己的精神或工夫是儒家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精神 � 

但徐复观则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创造的根本精神和动 

力来把握 �可以说是他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而来的发 

展 � 这是由内省证悟之路省察文化问题的实质和理 

论归结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 �为什么像徐复观这 

样的现代新儒家明明见出了中国文化的诸多弊端 � 

还对中国文化持辩护的立场 ∀这是因为他并不是对 

中国文化外在的名物度数的固执 �而是对中国文化 

这种反求诸己的精神或工夫的守护 ∀ 在他看来 �人 

类文化要从历史性层面向整全性层面升进 �惟有在 

这种根本精神中始可能 ∀这种精神虽然在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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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展的最充分 � 但人类文化要发展 � 则它必须被视 

为一种共有的根本精神 � 所以徐复观说 � 

�一�试盱衡今日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 �及中 

国目前艰危的形势 � 则儒家精神 � 正在为渡过灾难而 

反省 !而奋斗的人们心灵之深处跃动 �仿佛呼之欲 

出 ∀真正说起来 � 这将是儒家精神新生的时代 ∀ ≈����� 

�二� 所以欧洲文化的死活 � 要看是否能回转头 

来在建立 /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0 的这一点上的努 

力 ∀ ≈����� 

�三�于是儒家精神 �不能有贡献于西方文化正 

欲寻一转机之时 �此固中国之耻 �亦世界文化之不 

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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