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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觀點與西方之比較」國際學術

研討會開幕之際，請允許我作為主辦方之一向大家簡單致詞。

首先，對於(共同主辦方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大

會主持人黃俊傑先生和江宜樺先生)所提供的大力幫助，在此

衷心地表示感謝。 
下面請允許我先來介紹一下京都論壇的情況。托大家的

福，京都論壇在今年2004年11月3日的文化日迎來了它滿15歲
的生日。 

京都論壇的誕生始於第一代主席的清水榮先生和實踐禪

的導師井上老師的如下的問題意識，即「我們整箇人生不過是

為實現無限高的目標的手段，儘管如此，在這種手段中也有人

也採用利於自己的手段行動，把原本只不過是手段的眼前目的

視為自己的目的，執迷不悟地活著」這一問題意識。 
對於京都論壇草創期第一代主席清水榮先生所說的「在毫

無私心的對話中培育各自的公共性」這句話，經過15年來歲月

的累積，我深有感觸。重新回顧一下這15年，於內是究明自身

                                                      
＊  京都論壇事務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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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的15年，於外則從地球規模的環境和開發有關問題到國內

外各種大小公共課題有關的對話開新，真可以稱得上是公共之

日常新的15年。始終無私的15年，是各自承受生死大事，對於

如何從自己有限的生命中發現無限的意義而生生不息這一自

我探求認識的15年。另外，也是通過與在京都論壇所遇見的大

學者和他人的對話，在開放自我的同時加深學習，在深化自我

的同時客觀地審視自己，從他者對他者的對話開新到與作為自

我內部的他者的良心進行對話的15年。 
京都論壇開始之後不久發生的柏林圍牆的倒塌，也是美蘇

意識對立造成的冷戰構造下的二元化世界在全球化市場原理

下一元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全球化私人金融資本吞併了此前

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國家層次的公共性和實體經濟，尤其在日

本導致了迫使對舊產業社會進行構造改革的未曾有過的嚴重

蕭條。如今已經到了追問資本主義和市場原理的公共性的時

代。 
進而，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在地球規模發生擴散，在對此

前一直作為產業社會及其發展的驅動力的科學技術的理想狀

態即近代化文明自身的公共性進行重新叩問的同時，被以這樣

的國家為公共責任者的社會構造、制度、系統的公共性以及諸

多公共制度所束縛的我們每個人的意識層面•行動層面的公共

性，從根本上為其指定方向的我們每個人的內發的公共性的意

識、學習、實踐等公共性作為外在課題而被探詢，另一方面，

也在探詢作為內在課題的公共性。這樣的時代到來了。 
到目前為止，將公共性作為外來課題的是國際社會和國家

所創建的制度世界。國家的公共制度世界所創建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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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科學技術的發展作為國力的科學主義，以基於產業的經濟

發展為力量的經濟主義，作為對這些制度世界的外來的公共性

的所謂反動而呈現出來的社會現象是利己主義，而向剎那的生

存方式的逃避也就是所謂的現時主義(Nowism)。 
通過這樣的制度世界，從生活世界的內部超越所謂外來思

想的我們的體驗，我們將其稱為超越(Beyond)體驗。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切身體會到，外在制度世界和內在生活世界共同開創

的超越體驗，正是朝著無限地向高層次開創的公共世界邁進的

里程碑。 
在大會的開頭，我想談一談在超越了這種由外來的制度世

界帶來的五種思想的來自生活世界內部的五種超越體驗基礎

上的公共世界的擴展。 
第一種超越體驗是超越利己主義。「利己主義」是我執化

的「封閉的心靈」。通過參禪體驗和唯識基礎上的內省經驗，

我在無法從作為我執化的經驗薰習構造體的自己脫卻的自身

的日常生活中積累了很多認識和學習。這種超越克服，除了在

遠離世俗，閉居山中只管打坐，減少煩惱用身感受的這種自古

相傳的方法以外，還有也可稱為是基於對話的良心的薰習體驗

的多聞薰習體驗與基於重新領會上的實踐，也就是建立在與共

同擁有重新領會體驗、重複實踐志向的人們，進行良心的共働

公共化體驗的繼續和重新體會實踐的這一方法。也就是說以人

的相互尊重和互律的「信賴」為根本，以日日更新既成的語言、

概念、思考的無知的「知」的自覺為基礎，不斷超越認識的地

平線，開創共知的「知的新世界」的道路。必須如此。如果以

時間軸來說，必須立足於「他者」的「下一代」的觀點，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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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自己」的我執化和割據異化之蒙，在空間軸上必須把對

於超越民族、文化、國境等差異的「他者」的憧憬和愛作為日

常生活的實踐的立足點。 
第二種超越體驗是超越現時主義。所謂「現時主義」是「時

間」的私物化和私事化。所謂「今」，常識中指的是從過去流

向未來的直線時間的通過點，但是超越現時主義指的是通過把

「今」作為更高層次的共働公共化的當事者體驗和媒介者體

驗，或是課題解決的因緣無量的機會來加以把握，使得存在於

一瞬間的現在的「我」成為實踐永恒使命的我，開創對於成為

永遠開放的現在的瞬間的認識、學習及其實踐的機會的生活態

度。 
我作為1992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地球峰會上唯一

的正式日刊報紙Earth Summit Times的共同發行人參與了這項

工作，以此為契機，我感到地球環境問題這個由現代化文明所

帶來的與光輝的物質文明的光環相反的，可謂是眾人各行其是

的我執化文明的對於現代化的無明，我再一次感到我們這一代

責任重大。沉湎於現代文明的現在這一代自不必說，為了後代

超越克服現時主義，正是我們作為人類的存在自身之哲學實踐

的課題。 
第三種超越體驗是超越民族主義。國民國家成為民族主

義、國家主義等「主義」時，本應以共存共榮為目標的人類堅

持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觀點，從而導致了戰爭。這就是20世紀

的兩次世界大戰。人類為了不再上演這樣的悲劇，必須不濫用

國家和權力，相信人類的良心，擁有良心的人們相互以人的尊

嚴為出發點，超越作為想像的共同體的國民國家，使地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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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每個人都應充分發揮出今生的人生意義，成為以這樣

的現場出發、當地出發的公共世界為目標的變革的當事者，必

須以這樣的公共世界為目標。 
第四種超越體驗是超越科學主義。科學實現了人類登月這

樣的偉業，反面，現代的科學兵器和公害物質以及遺傳基因操

作等專業領域的科學技術和知識的傲慢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

自身。科學本來必須是引導人類走向幸福的「手段」，以科學

本身作為「目的」的科學主義的倨傲將會導致人類全體性的喪

失、崩壞，甚至社會全體性的喪失、崩壞。人類的眾多目標的

目標是「幸福」，不是「科學」。科學是手段，無論何時都追求

真理的知識的次元，只能以基於知識的部分最佳為目標。作為

人類的生存目的也就是全體最佳的眾多目標的目標的「幸福」

學的確立，以及植根於「由眾人所進行的為了眾人的眾人的自

己變革」的，所謂基於公共人間的全人類視野的，帶來全人格

的生命的喜悅的，眾人指向公共幸福的幸福共創的理念，不正

是如今所追求的嗎？ 
第五種超越體驗是超越經濟主義。如今經濟主義的洪流乘

著全球化之波而來，勢要淹沒世界。企業出於利己目的即內部

經濟化，對於將留給下一代的作為外部不經濟化的地球規模的

環境問題以及每個人的良心，以組織的倫理加以制，不斷地進

行著內部不倫理化的擴大再生產。也就是說通過物的手段把金

錢作為至上價值的競爭，不僅僅在經濟界，也滲透到學校、醫

療、福祉、媒體等公共領域中。如果不能夠不濫用金錢和名利

的力量，以體貼關懷的當事者的人性的自覺及連帶為目標，只

把經濟活動作為手段而對生活方式進行範例轉換的話，不光是

 



xxxvi  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 

企業，社會的存續甚至人類的生存自身也將受到危及吧？ 
以上五種超越體驗，雖然只不過是通過把基於所謂外來制

度世界的公共性課題的五種主義作為內在生活世界的公共性

的課題加以把握，經過超越體驗而如今看到的公共世界的形象

的端緒，但是我很高興能夠在這次「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觀點

與西方之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從大學者提出的命題中得

到很多有關從超越到超越的認識和學習、實踐的線索。 
最後，祝願本次國際學術研究會能夠成為邁向構築公共世

界新的公共知之新地平線的轉折點，以此作為我的開幕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