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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 梁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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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又譯季辛吉）
在2023年11月29日去世，他在2022年8月12日
《華爾街日報》訪問中，坦率指出近期世界正

處於戰爭邊緣，美國的政策使美國與俄羅斯和

中國處於戰爭邊緣，2023年5月27日，基辛格
在《經濟學人》採訪中表示中國尋求的是安

全，而不是「統治世界」。美國需要克制盲目

的對抗，尋求與中國的對話。

基辛格特別提到了中國的儒家文化，「中

國的儒家思想，影響著他們不會像納粹那般發

動戰爭，比起戰爭，中國人想要的是尊重。」

「如果美國不給中國尊重，那中國就會用他們

自己的方法來獲取尊重。」基辛格因此奉勸

美國，「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理解，你不可能

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排除在遊戲規則的制定之

外，如果你執意將他排除在外，那麼他會自立

門戶，建立一個新的體系。」指出美國「缺乏

長期戰略思維，如果我們不能解決這問題，那

美國將走向失敗。」

早一天「股神」巴菲特的搭檔查理·芒格
(Charlie Munger)去世，2017年芒格談及對未來
中國的發展看法，他強調「中國人有吃苦耐勞

的品質，他們工作非常努力。中國的制度為它

提供了強大的發展動力。我對中國非常有好

感。」

芒格和基辛格數十年持續看好中國，並非

簡單的經濟、政治的分析，而是深刻洞悉中國

背後的精神文化力量，這是支撐企業及國家能

走多遠的最終決定力量。

美國在2018年開始對中國進行敵意對抗，先
對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2019年幕後操控
香港暴動，隨著打壓華為，制裁1000多家中國
企業，操控壟斷芯片供應，憑空偽造新疆迫害

維族的謊言，以戰略競爭法每年撥超過3億巨
款收買媒體抹黑中國，軍事上結盟西方及其代

理人圍堵中國，軍事上聯合列強派艦艇到南海

及台海脅迫，製造戰爭氛國。充份表現希臘亞

歷山大、羅馬帝國及近代歐美帝國主義的掠奪

文化。但中國安詳不屈地以王道回應霸道，並

無倒下，香港以立法平定暴動，華為自制先進

芯片突破壟斷，中國經濟增長仍是全球之首，

全球非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合作，中國沒作出

戰爭動作，但軍事和太空科技已追越美國。

習近平到美國對大批商界領袖發表重要講

話，主要觀點如下：

1. 相互尊重是人與人打交道的基本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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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美兩國相處的起碼準則。

2. 和平共處是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更是中
美兩個大國必須守住的底線。

3. 合作共贏是時代發展的潮流，也是中美
關係應該有的底色。

全場領袖不斷熱烈鼓掌，從民間肯定中國

的王道思想，抗議美政府敵視中國，而中國王

道核心價值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命運共同體之基礎，在中國文化認為人和

宇宙根源於共同本體，故一切不同的文化、一

切事物均可以互相感通而和諧並存，這稱為

「天人合一」哲學。當代中國儒學大師唐君毅

建立「感通本體論」，以「感通」性說明人與

天地之關係，指出：「人之仁，表現於人之以

其情與萬物感通，而成己成物之際。」[1]「今

古上下四方。皆充滿其他事物之生化歷程。吾

人自己之生命，亦即為一生化歷程，而與似在

吾人之外者，恆在相與感通中，……而見一中

和。」[2]天地是一大生化歷程，人亦是一生化

歷程，天地人是一相互感通的大系統，感通使

一切能超拔限制，在永恆無限中交感互動，和

諧並存，大家能「各當其位」[3]。感通是人與

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能彼此

尊重、彼此欣賞、彼此和平共生的條件。

當代另一「天人合一」哲學是成中英的

「本體詮釋學」，他指出：「宇宙的本體性一

定會引發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又一定會去

了解宇宙的整體性，而人的了解當中又必然會

產生一種知識結構，所以從宇宙到人，從人到

知識，知識再作為一種價值實現的基礎，提升

了人的行動能力，讓人們更好地從體上面來掌

握這個宇宙性。」[4]又說：「我說這個本體，

基本上是一個反思的概念。人開始存在，面對

這個世界，認識這個世界的處境，以與世界建

立一種交往關係，來充實自己的存在，然後再

去盡力改造這個世界。」[5]宇宙與人分享同一

本體，人的反思和對世界的詮釋，就是宇宙自

身的反思和詮釋。

今日不同民族各自對宇宙人生作出「詮

釋」，多元不同思想文化並存，「本體詮釋

學」強調一切詮釋根源於同一存在本體，從

「本」發展為繁複不同的肢體，形成某一種思

想文化。不同民族各有思想文化的詮釋，但基

於同一之本根存在，故東西方各不同詮釋之

間，可在宇宙及人性之共通根源中，找到彼

此理解及和諧共生的基礎，而建立和諧，達至

「感通共融」。

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可與唐君毅的

「感通本體論」會通，成為新時代的中國哲

學。基本觀點在宇宙人生之本根，是反思性及

感通性之存在本體，反思性是知識與詮釋之

源，感通性是仁愛與良知的根源，當代中國哲

學可為人類知識與道德建立基礎。

若宇宙人生具同一本根基礎，各文化的多

元詮釋是展示同一本體的不同性相，即可論證

不同文化間可感應溝通，彼此和諧並存，發展

共同的理想。依此即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每

個民族、每個國家以合作共贏的方式前進，實

現全球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1]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正中書
局，1979年)，第110頁。

[2]同上，第99-100頁。
[3]同注[1]，第132頁。
[4]同注[1]，第305-306頁。
[5]同注[1]，第24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