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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常”的世界意义 
 

东南大学哲学系  许建良 
 

  有效地寻找渗透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国古代文化因子，是我们文化强国战役的重大任务，而这

一重大文化因子就是“袭常”美德。 

  “袭常”就是因循常则而行动，因循行为的起码条件是以外在他者为第一思考的对象，具备

对外在他者的敬畏心理，从而尊重他者，其源泉在“常”。“常”的内涵有两点：一、“常”是宇

宙客观存在的常则，不是人认识成果的规则；也就是说，宇宙的真正法则永远外在于人，人的理

性只能对此获得阶段性的认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对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所做的解释就是最好的说明：“真正的道——自然法则——不是惯常的道，不是公

认的事物秩序。真正的名称——真正的概念——不是惯常的名称，不是公认的名称。”二、常则

是宇宙万物规律的凝聚，万物在常则面前是平等的；换言之，常则既包含使小者得到显示自己价

值的公平机会，又涵括以持守柔韧为强的方法论实质，这就是“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

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老子》52章）所昭示的信息。对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启示：

一是人类对处理世界事务规则的认识永远是阶段性的成果，在万物整体联系性的轨道上谋划人与

自然、国家之间的和谐将是永恒的规则。二是宇宙是一个整体，国家无论大小，都是系统中必不

可少的一个环节，必须给予他们发挥自己能力的平等机会。这就是因循世界之常则而处理世界事

务规则的要妙所在。 

  基于以上内涵的中华“袭常”传统美德，正是 21世纪世界舞台需要的文化因子。众所周知，

和谐生活是世界居民的共同心愿，和谐生活的土壤是地球和谐。但今天的地球村，金融危机、战

争、暴力等纷争正困扰着大家。透过这一呈现困扰的表层图画，可以清晰地领略到深层本质上编

织的另一幅图画：西方强国在民族舞台与世界舞台上展现出其形象的矛盾性——民族舞台上倡导

和奋争民主权利和福利，世界舞台上则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地侵吞他国利益。这是萦绕地球村的

不和谐的音符，究其原因就是那些国家不遵循统一的规则来行动，国内行为和国际行为判若两人，

这也是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深层矛盾所在。在这样的境遇下，“袭常”要求每个国家按统一的

规则来对待一切事务，而不拘泥于自己本国的利益标准。无论哪个国家得出的认识都是习以为常

的结果，真正的法则客观存在于我们的外在，由于理性的局限性，我们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其他国

家，但我们必须敬畏他们，在与他们共作互存的前提下来推进国际事务，自然法则的现实演绎也

给予我们最好的启迪。在自然界，毒蛇的主要食物是青蛙，青蛙却以蜈蚣为美食，在青蛙面前是

弱者的蜈蚣却能使比自己体大的毒蛇毙命；毒蛇与青蛙、青蛙与蜈蚣、蜈蚣与毒蛇都是水火不相

容的关系；有趣的是在冬季，捕蛇者却在同一洞穴中发现三个冤家相安无事地同居一室而和平相

处地生活；它们在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中，不仅形成了捕食弱者的技能，而且学会了利用外在条

件来保护自己的本领，在相互控制中获取各自生存的条件；三者相克又相生，这是一个多么美妙

的遵循规律而获得平衡的局面。 

  美国思想家本杰明·史华兹指出：“在自然之中，所有的对立面都相互依赖，然而在伦理与

美的领域，我们会使一极绝对化，并试图消除另一极。可是，另一极永远也不可能被摧毁，它只

是以孤立而清晰的形态而存在着。在自然状态中，丑的和‘不善的’——无论它们可以是什么东

西——都深藏于和谐的整体中。尽管坚硬和刚强都是‘道’的‘生态系统’的部分，但在自然中，

它们被栖居于系统中的自发性和‘无为’等更高、更善的目标所美化。” 

  在国际舞台上，中华民族有着“袭常”而为的优良美德传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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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凝聚，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贯穿其

间的是“互”，“共”也是“互”的意思，这以尊重他者为前提和基础。五项原则就是我们处理外

交事务之所因袭的“常”，这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世界舞台上需要及时张扬的美德，

是世界走向光明明天的通途。 

  真正的强大不是对地球村弱小国家特点的无视和利益的侵吞，不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于

其他国家，真正的强大是保证每个国家公平权利而具备柔韧性的力量，是对其他国家敬畏心理的

装备，因循宇宙自然的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而不是人的欲望，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这就是中国迄今所凝聚成的“袭常”美德所具有的实质，这一美德正是 21 世纪当今地球村所需

要的文明文化的纯净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