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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文化的定义和结构层次
陈越光

提 要：慈善文化不仅是关于慈善的文化，而是慈善的成因与展

现。慈善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内层是意识层面，中间层是意识的行

为层面，外层是物质层面。三个层次各具特色。内层具有民族性，是

慈善的成因；外层最切合时代性，是慈善展现的最好表象；中间层是

内、外层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转化层。

关键词：慈善文化　定义　结构　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国家采取措施弘扬慈善文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

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国家鼓

励高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人才，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慈

善理论研究。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

传活动，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文化。a

我对中国慈善文化发展现状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从总体看，我国

慈善事业落后于社会需求；从慈善行业看，慈善文化落后于慈善组织

的发展；从慈善文化看，慈善研究落后于慈善传播；而在慈善研究领

域，其深层次的心理意识、伦理哲学研究又落后于历史与法规、治理

a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通过并颁布，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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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等慈善方法论的研究。

本文围绕慈善文化的专题，大体分三个部分来讲。

一、慈善文化的定义

（一）顾名思义的前提

任何一种想要用简单的定义来概括一个广泛的概念的尝试，都会

面临一种风险，那就是像跳到旋涡里去理解浮力一样，你首先想到的

必然不是浮力，而是如何保命。换句话说，你所有的概括都必将是顾

此失彼的。

怎样定义慈善文化呢？我们可以走一条简单的路，也可以走一条

复杂的路。所谓简单的路，就是假设文化的定义是清晰的，是众所周

知的，也假设慈善的定义是清晰的，是众所周知的。简而言之，慈善

文化，就是关于慈善的文化，就像我们说所谓茶文化就是关于茶叶的

种植、制作和消费的文化，说所谓企业文化就是关于企业的文化一样。

这是简单的，也不错，但它是建立在假设的前提都成立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这些前提本身就是需要界定的呢？当前提本身需要界定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什么是慈善？慈善和公益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还要问：

什么是文化？文化到底如何定义？这就很复杂了。20 世纪 80 年代，在

“文化热”中，庞朴曾做过一个统计，说国内国外关于文化的概念加起

来有二百多种。后来汤一介先生说差不多要超过一千种。

慈善，英语写作 Charity，原意是“爱上帝”。《新约·马太福音》

里面有一句话：“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

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在明处报答你。”a这一个思路

是导向隐蔽化的。另一个关于慈善的说法，是 17 世纪从英国哲学家、

a　《马太福音》（Matthew），天主教称之为《玛窦福音》，是《新约圣经》第一部分“四福音书”的

第一卷，一般认为，其作者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其主要内容为记载耶稣的生平；本文

中所引用的这个句子出自《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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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开始的，他从人道主义精神、“爱人类”的思路

出发，用“philanthropy”表达慈善。a这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前一种

是从希伯来宗教系统走出来的，后一种是从人本精神走出来的，走向

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帮助，走向的是公开化和大众化，它的爱也

趋向于公共化，现在这种用法在中文里更多地译为“公益慈善”或者

“公益”。

在中文语境里，“慈善”或“公益”的词义，出现一千多年了。但

是，如果我们去检索“公益”这个词，在古代文献中是找不到的。据

中山大学哲学系王硕的统计，“公益”这个词“二十五史”里仅在《清

史稿》中出现过四次，其中只有两次含有“公共利益”的意思。b

我查阅了十卷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公益”词条—这是

我看到的西方人关于“公益”的最早解释—其中写到，公益是指伊

斯兰教法学家对“无法在经训明文中找到答案的疑难问题作出判断所

依据的一种原则”c。而依据“公益”（阿拉伯语 istiṣlāḥ）的原则，“在这

种情况下，法官首先判断何者对整个社会最有利，其次考虑何者对地

方社团有利，最后研究何者对个人有利”d。

（二）慈善文化是慈善的成因与展现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概念都串起来，定义什么是慈善文化，要考虑

的点就很多了。某本《慈善文化概论》中使用“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

的内部动力和促生愿力”这样一句话来定义慈善文化，这句话在逻辑

上有两个问题：首先，“内部动力”和“促生愿力”有同义反复之嫌。

这是一个面上的问题，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这样来定

a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散文家，是实验

科学的创始人、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主要著作

包括《论学术的发展和价值》《新工具》《论说文集》等。

b　参见王硕《由圣至仁— 哲学视阈下公益慈善的范式转型》，朱健刚、林猛主编《公益》第1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c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10 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11 页。

d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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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慈善文化，那难道慈善文化就只是一个内心愿力的问题吗？只是一

个心里所向往的事情吗？没有行动吗？没有社会行为吗？所以，我们

还可以继续探索。

我尝试提出一个定义：“慈善文化是慈善的成因和展现。”如果我

只讲“成因”，那就和刚才提出来的概念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慈善

文化还表现为它的展现。我给出这个定义是引申了庞朴对文化的定义，

他说：

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就是说它是人的本质的展开

的表现和人的本质的形成的原因。a

庞朴曾任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当代文化大家，与我亦

师亦友相处二十多年，上文是他在20 世纪 80 年代对文化给出的定义。

他在定义中，讲文化和人的关系，强调人的“本质”。我在引用到慈善

文化的时候并不强调慈善的本质，这是一个差别。慈善的属性相对于

人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而人除了本质属性以外还有非本质的属性，

有大量的动物属性，但是我们认为体现人之为人的部分是人的本质，

体现人之为动物的部分是基础性属性，不是由文化塑造的。所以，定

义文化时就要强调文化在人的本质中的体现。

二、慈善文化的结构

（一）周秋光的观点

周秋光是国内对慈善历史和文化研究很有影响的学者，他解释慈

善文化的定义是：

a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 69—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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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文化就是围绕着慈善这个主体内容所产生形成的一种文

化。它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是平等互助的理念。它同样包

含着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表层，就是物的层次，主要由两个内容组成。一个

内容是财富和支配财富的人，即捐赠方的人和物。也可以理解为

慈善家和做善事的人与可供捐献的财物与人力资源。另一个内容

是被救助的弱势群体，包括所有被捐助的处在困境中的人以及遭

到破坏要被救助改造的人的生存环境（土地、房屋、水源、粮食、

交通设施）。

第二层是里层，即心的层次。这主要是慈善思想、慈善理念、

慈善价值观。它是慈善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慈善的灵魂。是支

配从事慈善人的慈善行为的动力源，是决定慈善文化存在发展最

重要的一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中间层，是心物结合的层次。这主要是将慈善

理念和行为相结合，用组织和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确立一定的

行为规范，供从事慈善的人去运作与遵守，如慈善组织、慈善章

程、慈善法规等。a

周秋光对慈善文化的定义是围绕慈善这个主体来确立的，也就是

说，慈善文化是关于慈善的文化。我认为，周秋光教授的这个定义的

关键意义不在于定义本身，而在于他把慈善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

个是表层，是物的层次；第二个是里层，是心的层次，我们可以理解

为意识层次；第三个是中间层，位于表层和里层的中间，是心物结合

的层次。他的这三个层次的分析，我认为很好，但是，他对表层的理

解还可以商榷。如果一个慈善者、行善的人在外层，而他的意愿在里

层，就有主体分离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例如地震灾区倒塌的房

a　周秋光：《中国慈善文化：历史与现实》，“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 35 讲，https://news.

qq.com/a/20100419/001143.htm，2020 年 5 月 10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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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被污染的水，属不属于慈善文化？在我看来不属于，它们是社会

灾难现象，只有在行动者进去以后，也就是说，只有当被慈善里层的

光所照亮的时候，它们才属于慈善文化物质层面的内容。

（二）周秋光观点的学术来源是庞朴的文化结构论

周秋光的这个三层结构说的学术渊源，我认为是源自于庞朴和余

英时。文化的结构问题，是庞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强调的。当时结构

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其“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整体性思维很符合中

国的整体论传统。庞朴在 1986 年 1 月 12 日中国文化书院第三次讲习班

上演讲时，曾经提出“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他说：

不管什么类型的和何种发展程度的文化，就其结构来说，都

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物质的层面；第三个最深的层面是

心理层面或者说意识的层面；中间一个第二层，是表层和里层的

结合和统一，就是物质化了的意识，或者是物质里面所包含的意

识，如理论、制度、行为等。a

在庞朴提出这个论述的两年前，1984 年，文化大家余英时先生提

出过“文化变迁四层次说”，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其

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b 余英时先生的第二和

第三层次，大体等于庞朴的第二层次。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借鉴关系，

我现在无从考证。他们的思想是怎么产生这样的文化分层说的呢？他

们主要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变迁当中来总结文化的次第结构。近代，中

国人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冲击的时候，文化上是怎么转变的呢？第一个

转变的是物质层面，比如我们知道的“船坚炮利”，木船打不过军舰，

所以，洋务运动也造军舰，也造枪炮；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层面，比如

a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第 35—52 页。

b　参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台北：时报文

化出版社，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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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第三个层面是意识形态。他们是从近代史的思想文化变迁

的脉络概括出文化的不同层次说的。

（三）我对庞朴文化结构论的延伸使用

我在这里“妄议”一下庞朴的文化结构层次说。在庞朴的观点中，

有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即他对中间层的解释。中间层是外层物质层

和里层意识层的结合，那么要问的是：这个结合体是什么，是物质还

是意识？庞朴认为还是意识，是物质化了的意识，或者说物质里面包

含的意识。他拿意识来提炼概括中间层，我觉得有不妥之处，中间环

节的清晰度不够。我尝试调整一下，如下是我做的慈善文化三分层结

构图。

图1　慈善文化三分层结构示意图

里层，是意识层面。意识层面是慈善的哲学思想凝结点，是观念

的、心理的；我们所有善行善念的出发点都在这个层面。为什么要做

好事？出发点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层面。而且这个层面是辐射状的，可

以说，慈善文化的范围是被这里发出的光所照亮的。就像我刚才说的，

灾区房子倒塌了，河流污染了，只是灾难现象，但当有人发起善心去

改变它们的时候，改变的行动出现的时候，那些被修缮的房屋、被重

新净化的河水，就成为了慈善文化的物的表现。

外层，是物质层面，包括慈善的物资、机构、设施、高科技平台

等，纪念馆、博物馆、学校、希望小学等，都是慈善文化外在的物质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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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层，我把庞朴说的“意识的物质化”调整为“意识的行为

层”，包括项目操作手法、行为规范、机构治理结构、法律法规、有关

书籍期刊视听节目、筹资策略等。

我以“希望工程”举例。希望工程的外层是什么？是那些建起来

的一所所希望小学，这很好理解；还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县里

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这些机构，也都属于外层。它的中间层是什

么？是当时的劝募手法、一对一资助策略等；让小孩子每个假期结束

的时候给捐助人写一封信、寄送成绩单，这些都属于中间层面，都是

慈善的行为。它的内层是什么？像希望小学这样的公益事业的内层是

什么？它的内层是“己欲立而立人”这样的思想，是认为农村的孩子

一样有上学的权利的平等观；比如说著名的照片《大眼睛的姑娘》，它

感动了很多人，而它之所以能够感动很多人，就是因为它勾起了很多

人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内层的东西。

在这个三层结构中，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内层的意识怎么样引

发中间层的行为。慈善事业是人们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奉献

爱心和援助的行为。它强调的自愿性就是内层的意愿，是慈善意识在

人们内心的萌生。那如果没有这种内层意识支撑而行为的结果有利于

他人，是不是慈善事业呢？

《史记》中有个例子：战国时，齐国孟尝君有一个食客叫冯谖。有

一天，孟尝君对他说，你帮我到封地去收借款利息吧。结果，冯谖去

了以后，先收回一点钱，用这钱杀牛置酒把所有欠款的人都请来。吃

饭的时候，他就和有能力还息的人一一约定日期，对实在还不起的穷

人，当场点一把火就把借款契约给烧了，并告诉他们：孟尝君贷款给

你们是为了帮助你们，之所以要收利息，是为了养食客，有能力还息

的就按约定日期还，没有能力还息的他就捐送给你们了。孟尝君知道

后很生气啊，叫你去收利息，收多收少是能力问题呀，你把借据都烧

掉了是什么意思呢？冯谖说，能还的都约好日期了，这些实在穷困的

人，就算再拖十年，他也还不了，实在逼急了呢，无非是逃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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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逃了以后怎样呢？还是没有还钱，但传出去以后呢，您是好利不爱

民，他们是弃君逃债，都得了一个不好的名声；现在把这些人的凭据

都烧掉了，是“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烧掉那些没有用

的、虚的债券，捐出去本来得不到的东西，但您得到了好名声，何乐

而不为？孟尝君后来确实因此受益。a

在这个例子中，当地的穷困百姓确实得益，但因为孟尝君和冯谖

的行为不受他自己内心真正的行善意愿的支持，所以我们很难把它归

入到慈善行为中去。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是冯谖自陈以“焚无用虚

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博得名声，对行为者的动机是不能逆向揣

度的。

三、慈善文化结构三层次的特征与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慈善文化三个层次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一）慈善文化的内层与民族性

先看内层。内层的特点是具有保守性、持续性、民族性，凝聚性

最强，它也是慈善成因的原动力。在这些特征里面，我们从其中的民

族性和时代性来看看慈善文化结构三个层次之间的变化。民族性蕴含

着特殊性和稳定性，它和内层的联系最紧密，而时代性蕴含着普遍性

和阶段性，它和外层的联系最紧密；但是，慈善文化外、中、内三个

层面都受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制约和影响，都需要面对民族性和时代

性的问题。

文化有没有民族性？逻辑上，有不同民族就有不同民族的文化。

在文化发生学上有两个典型的说法：一个叫作“一元说”，或者叫作

“扩展说”，说的是文化和文明的源头只有一个，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

从一个源头逐渐扩散而成的；还有一个叫“多元说”，也叫“演化论”，

a　参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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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源头和不同的发展演化。

中国人以前相信一元说，认为华夏是文化的发源之地，有“华夷

之辨”。中国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比较缓和，是

佛教文明的传入，通常认为是在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 67 年之后。a

第二次比较剧烈，是一百多年前，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一

句话，那就是：我们会不会被全盘西化？或者说，我们要不要被全盘

西化？

有人觉得要呀，好得很呀，有人甚至主张应该废除中国文字。全

盘西化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西方中心论。但是，这个西方中心论并不

是我们现在说的、理解的“世界舞台的中心”的意思。舞台嘛，总有

中心和边缘，这是客观中心论。但是，西方中心论在哲学上—不但

在宗教哲学上，而且在历史哲学上—都是一个特殊的说法。

卡尔·雅斯贝斯（Karl T. Jaspers）1949 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信

仰缔造了历史哲学。在从圣奥古斯丁到黑格尔的一系列鸿篇巨著中，

这一信仰通过历史而具体化为上帝的活动。上帝的启示活动相当于决

定性的分界线。因此，黑格尔仍能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走

向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b西方中心论的核心

在此，即“全部历史都来自于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历史的出发

点和归结点都在耶稣基督。

根据卡尔·雅斯贝斯的论述，在人类文明的源头，有希伯来宗教

a　通常以为，汉明帝永平十年（67 年），蔡愔等人奉帝命，由西域迎沙门竺法兰及迦叶摩腾还洛

阳，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但论者对此尚有争议；例如，中国哲学史家劳思光提出，前述事

件只表示官方正式为佛教建寺，允许其流行，而依史籍记载，实际上在此之前佛教已非正式流

入中国，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曾记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其中的

“八年”即永平八年，固可推测在永平八年之前，楚王英已持信某种佛教教义。参见劳思光《新

编中国哲学史（二）》（第四版），台北：三民书局，2015 年，第 241—242 页。

b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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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文明的产生，有中国道德哲学的产生，也有印度解脱宗教的产生；

历史在不同的源头上产生了不同的文明，而且这些不同文明产生的时

间点都在公元前 800 年到前 200 年，也几乎产生于地球上的一定的纬度

之内；更重要的是，卡尔·雅斯贝斯论述了，在轴心期后的三千年历

史中，每当一种文明走向黑暗时期，每当一种文明走到最低点，它都

是重新回到自己的源头，回到自己在轴心时代的文明精神的源发之地

去寻找力量—这种力量像光一样一次又一次激发这种文明所孕造的

人，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站起来，创造新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不接受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

心的说法，因为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上帝之子。文明是多元的，

不同民族在不同文明的起源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1938 年，胡秋

原a先生发表了《中国文化复兴论》，其中第一次提出：在形式上，文

化是民族的。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界有了文化“不仅在形式上是

民族的，在性质上也具有民族性”的认识。

在讨论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公益慈善界主要是要回应

什么问题呢？主要回应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公益慈善史是何时、

何人开启的？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一个说法，说是西方传教士开启并培

植了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们要回应。第二，在

慈善文化结构的内层上，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支撑点？

回应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公益慈善到底是不是经由西方传教士的

介绍、培植而开始的？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做了许多公

益慈善事业，这个事实应该被肯定，但是，中国的慈善史不是从那个

时代才开始的。只要读两本书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一本是前面提到

的，朱友渔先生于 1912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

a　胡秋原（1910—2004），湖北黄陂人，史学家、评论家，民族主义者，曾创办《文化评论》等杂

志；1938 年在重庆出版《祖国》月刊，并发表《中国文化复兴论》一文，旨在发扬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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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的精神》a。在这本书里，朱友渔先生把四书五经、历代经典

中的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都概括了出来，介绍了贫困产生的原因，以

及中国历史上慈善活动的贫困救济作用；而且，当时中华民国刚刚诞

生，他就已经看到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产生以后，对慈善将会有的一种

可能的新前景。第二本书是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

组织》b。梁其姿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使用的藏于国内外的地方志就

有 2615 份，她主要讨论明清以来出现的中国慈善组织，而且并不包括

家族义庄、寺庙善举和政府的赈灾济贫。《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是我

国慈善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作；《施善与教化》则堪称我国慈善组织史研

究的经典之作。从这两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慈善的思想文化、

组织机构、组织行为，其实可以有相当远的追溯，并不是西方传教士

来了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兴起慈善的观念和行为的。

回应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慈善有哪些支撑？儒释道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都支撑着中国人的慈善精神。佛家讲“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撰于约公元三世纪的《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

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支撑慈善行为的是一种用爱护心给予众

生安乐、用怜悯心解除众生痛苦的慈悲情怀。道家追求长生，东晋道

士葛洪劝人“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并

且要“赈人之急，救人之穷”，这是以道教求永生的终极关怀支撑慈善

行为。儒家精神的核心是“仁”，这也是中国公益慈善精神的核心，孔

子说，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我重点说一下孔子“仁”说对我们

a　朱友渔（1885—1986 年），上海人，社会学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909 年赴美留学，

先入纽约市圣公会总会神学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并获硕

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即《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A study in Mutual Aid）；该论文由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翻译组翻

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出版，被认为是首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传统及其精神的经典

之作。

b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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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慈善文化的启示。第一，慈善的标准在内在己，不论多寡。

王阳明曾经有个精彩的比喻，他说，尧舜万镒之金，凡人犹一两之金，

但如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也是纯金。a是故，以“仁”看慈善，只

看出发点，不看做大做小。第二，慈善有可欲性，无论条件。只要自

己真想做，就一定能做，这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做不做

慈善只在乎是否有慈善之心，而不在于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第三，

慈善具有同体性、平等性，无分人我。这里并不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

而是“己欲立”和“使人立”互为条件，只有建立己立人立的社会环

境，才可以真正达到己立，正如宋儒张载提出人之本性是“立必俱

立”“成不独成”b。现代慈善不也就是要追求和创造这样一个均衡共享

平等正义的境界吗？

（二）慈善文化的外层与时代性

下面我们来讲慈善文化的物质层，也就是被慈善行为所完成的物

化形态。慈善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最开放的、最易变化的、最

易普及的、最切合时代性的，是慈善展现的最好表象。它最切合时代

性，所以我们要提一个如何看待时代性的问题。

文化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说先进与落后？从文化的文明本源即民族

性上来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说哪个民族的文化是先进的，

哪个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讲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要讲在文化

a　原文参见《传习录》，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

者安在？”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

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

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

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

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人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

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

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

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

b　张载：《正蒙》，“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

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末如之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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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性中它和时代的切合程度如何。讲文化的时代性，就是在时代

性中看它能不能回应时代的使命和挑战，跟不跟得上时代的急迫问题。

在互联网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作“时代性大于区域性”，意

思是，在历史进程中间，总有一些事件代表时代的趋势，而另外一些

事情则只在自己的区域里有意义。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区域性大于时

代性的，也就是说，时代性是相对滞后的。我举个例子。

1688 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这是世界

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但是对中国人并没有影响。那年的11 月，康

熙皇帝送刻有太皇太后徽号的石碑去东陵，以彰显和弘扬孝道。途中，

他发现路边沟渠里有一具尸体，大为震惊，不忍心尸体未得殓葬，这

与中国人的孝悌之道是相违背的。于是，他从自己的内帑中拨出五两

银子，交给当地的总甲百姓代买棺木入殓尸体。百姓们当即跪地道谢，

感谢皇上恩德，山呼万岁，很多人流下了热泪。a

在这个例子中，皇上施恩典是区域性的事，时代和它之间碰撞的

力度很弱。中国人还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互联

网时代，任何时代性的问题都会对区域性产生极大的冲击。融合着文

明碰撞的时代性命题，要求中国人交出答卷的，历史上有两次。第一

次是佛教传入中国，当时的印度无论是政治、国家管理能力，还是经

济发展能力、人口、生产力，都远远不如中国，但其文化的魅力吸引

了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二次是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来自西方的冲

击。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答案大概要从北宋五子开始认真填

写b，一直到王阳明，中间有朱熹，直到宋明理学完成，这份答案大概

在后来五百年的时间里都是一份合格的答案。而第二次，现在我们在

座的都是在考场上填卷子的人，这份卷子是不是能够出色地答出来，

尚未可知。

a　参见〔美〕小约翰·韦尔斯（John E. Wills Jr.）《1688 年的全球史：一个非凡年代里的中国与世

界》，文昊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年，第 117 页。

b　北宋五子指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他们对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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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性和民族性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即“时代性内容中寓有不

变的永恒性内容，民族性内容中寓有通行的人类性内容。所谓文化的

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内容，是说同一内容的两种不同性质……民族性

就包含在时代性内容之中，时代性亦包含在民族性内容之中”a。由之，

我认为，关于慈善文化有三个时代性命题：一是，如何秉持个人的动

因又利于行业在社会治理中的界别发展？二是，如何在跨文化视野下

理解文化本位？三是，如何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慈善行为？这些题目

都是我们公益慈善业界应该思考和讨论的。

（三）慈善文化的中间层

接下来，简单讲一下中间层的问题。中间层是行为层，是内层和

外层之间的构造层，是慈善文化三个层次互为因果、互为依存的转化

层。它对今天我们公益慈善业界如何在慈善文化研究中发力是最重要

的一个环节。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台湾的财团法人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以下简

称慈济）。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它大概是目前华人世界中做得最好

的公益慈善机构。它在 1966 年成立于台湾花莲，起步于证严上人带领

六位弟子每天增产一双婴儿鞋b，加上三十位妇女每天省下五毛买菜钱，

展开慈善济贫工作。如今（截至2017 年底），慈济的身影遍布全球

57 个国家 / 地区，捐款人数超过1000 万，志工服务人次超过2000 万。

2017 年，它的捐款收入总额是 61 亿元新台币，大概 14 亿多元人民币。

对于这个案例，从慈善文化的角度，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慈济的底蕴是佛教文化，但佛教不是讲出世的

吗？最好的布施不是法布施吗？那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慈善呢？慈济是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佛教的出世怎么能够兼顾淑世？他们通过一部

a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论纲）—为庆祝梁漱溟先生执教 70 年而作》，《文化的民族性与时

代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年，第 149—153 页。

b　释证严，俗名王锦云，法名“证严”，字“慧璋”，慈济基金会创办人，秉持印顺长老师命“为

佛教，为众生”于 1966 年创立慈济功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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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药师经》，来完成思考。在《药师经》中，月光菩萨发了

十二大愿，其中有好几个愿都是众生之安康富足。1963 年，证严上人

偶遇印顺法师—印顺法师是二十世纪佛学大家，被称为“百科全书

式的佛学家”—当时证严上人正准备受戒，在她受戒前，印顺法师

送给了她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证严上人说，当时这六个字就

像一道闪电打到她的心里，她一辈子实践的就是这六个字。

但去实践这六个字的时候就会遇到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去淑

世？什么时候去救苦救难？是不是先要去修炼成菩萨才能够去救苦救

难？对于行无缘之慈、同体大悲，大乘佛学认为，利他是觉悟的必需

的过程。《普贤行愿品》这样开示我们：“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

萨而为华果”，“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

觉”。也就是说，要求菩提，要真正觉悟，就要走向众生，要从众生的

苦难中间去实现佛道。大乘佛学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叫“缘起性空”，

它的本意是讲，万物都因为因缘和合而产生，如果自性不空，这些因

缘就不能真空生妙有。印顺法师认为，性空是通过缘起来把握的，所

以在每一个因缘中间都要入因缘，而走向众生就是入因缘，但入因缘

同时又要保持超越，这就是在缘起处性空。

禅学史上还有一个案例，《五灯会元》上这样记载：百丈禅师讲

课，有一个老人每次都来听。有一天大家走了之后这个老人留下来，

他跟百丈禅师说，我五百世以前也是一个修行人，因为一句话答错了

被打落为一只野狐狸。百丈禅师问他是什么话。老人说是“大修行人

还落因果否？”他答否，他认为大修之人即修成的人，就不落因果了。

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于是问百丈禅师：“大修之人，入因果否？”

百丈禅师回答：“不昧因果。”a不昧因果就是缘起性空，在缘起中性空，

也就是印顺法师说的，把握性空要在把握缘起中。

证严上人对此有一个非常妙的解释：“付出无所求”，意思是，付

a　参见《五灯会元》卷三《百丈怀海禅师》。百丈怀海（约 720—814 年），唐代禅宗高僧，撰《百

丈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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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就是缘起，不管是付出省下来的五毛钱菜钱，还是去付出劳动以帮

助他人，都是缘起，而无所求就是性空。这就是从利他走向觉悟之道。

这也是我所讲的从慈善文化的内层走到了中间层。那中间层是怎么转

化的呢？慈济也还在进一步归纳总结中。

我要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第四世界国际运动。第四世界国际运动

源于法国，现在遍及欧洲，是全球性的著名的反贫困机构，在联合国

有相当的地位。联合国总部有一块纪念石，上面刻着一句话，“对赤贫

若是无睹，就是侵犯人权”，这句话就是这个机构提出来的。a它的慈

善文化的内层是“认主”。怎么样认主？穷人就是主，认主就是在穷人

中认出自己，自己首先要像穷人一样生活。他们认为现代的人类历史

是缺失的，是只有一半的历史，因为现在的历史是那些有发声能力的

人的历史，而发声能力是以金钱和地位为标志的，这使得现在的历史

只是有钱人和有地位的人的历史；他们致力于补充另一半，要让那些

生活都没有着落的人的声音也能留在历史的回廊里，所以，他们做穷

人的口述历史档案馆。他们有些志愿者一干就是一辈子。b

总的来说，今天要讲的结论是，慈善文化三层次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中间层是内层的行为化，外层是内层通过中间层的物质化。

这里只是做了一个框架式梳理，如果要真正深入进去，还需要对

每一层面进行切入，而所有这些切入最后都要回到一个问题上，那就

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结构、我们自己的行为模式、我们自己的伦理方

式是怎么建立的？而对于像敦和基金会这样一个致力于文化建设的资

a　1987 年 10 月 17 日，逾 10 万人响应第四世界国际运动发起人 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

的号召，聚集到法国巴黎的特罗卡德罗（Trocadéro）—1948 年联合国大会在此通过第 217A（II）

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以纪念赤贫、暴力和饥饿的受害者。本次集会宣称，赤贫

是对人权的侵犯，并重申大家需要团结起来，保证穷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这一确信被描述

为“对赤贫若是无睹，就是侵犯人权”，并被刻在集会当天揭幕的一块纪念石上。这块纪念石后

来被复制并摆放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地方，其中就包括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见联合国

官方网站，https://www.un.org/en/events/povertyday/background.shtml，2020 年 7 月 19 日查阅。

b　详见陈越光《见证真诚—公益思想与实践的跨文化建构》第一辑“志业：心怀日出”第四篇

“探寻第四世界国际运动的思想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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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型基金会，首先就要问：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是从国际上学来的

权利本位的文化吗？事实上，在敦和基金会，我们提倡的不是权利本

位，而是责任本位、责任伦理。权利是可以转让的，但责任像尊严一

样不可转让。不可转让的责任区别于可转让的权利的是什么？权利是

外生的，责任是内生的。a对于个人，我们在做的一切，我们都要问，

我们个人内心的深层结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公益慈善作为职

业？只是因为现在它有点时尚吗？

a　详见陈越光《见证真诚—公益思想与实践的跨文化建构》第三辑“修为：责任与谦卑”第三

篇“基金会团队中的责任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