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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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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時代裡，我們有全球化的資訊、全球化的經濟、全球化的政治，而這一切

，難道不需要一種全球化的倫理，做為全球化相互了解、對話、尊重、合作的平臺嗎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當今的世界問題，並不是有關資訊、經濟、政治的相關知識問題，而是對資訊、經濟

、政治的方向、價值與意義的判斷與抉擇問題。易言之，我們不是缺乏知識，而是缺

乏做為人類彼此對話、了解、互動的基本精神與方向。尤其在面對全球化的時代，每

一個文明都不能停留在以往「老死不相往來」的「獨白時代」。反之，每個文明都必

須有全球意識的覺醒，才能為全球化發展提供正面、積極、和平、永續的發展方向。

也就是要由「獨白時代」進入「對話時代」，這正是一種文明典範的轉移。而全球倫

理的推動，便是「對話時代」具體的成果之一。 

所謂全球倫理，並不是某種意識形態或宗教，反之，是指「有約束力的價值，不可取

消的標準，以及個人態度的基本共識」。易言之，我們必須肯定某種普世的價值，以

此做為人類最基本的共識與標準。例如，不說謊，不該殺人等類似基督教的十誡、佛

教的五戒等，皆是十分適當的參考點。而其根本原則，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如何建立恰當的全球倫理仍在討論與努力中，一時難以周延。然而，面對全球化時代

之衝擊及其危機，我們不能放棄建立全球倫理的努力。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

。我們也可以說：「無全球倫理，人類亦無法獲得真正的和平與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