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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无门，千差有路——法国思想家莫兰：欧洲必须大转型 

 

于硕访谈  Bossiere整理  廖萍萍译 

 

于硕：1946 年您被派到德国进行战后最早的人类学研究，并出版了《德国零年》一

书，您也曾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欧洲教育委员会主席，一直是欧洲热情的建设者。自 2009

年以来，欧罗区的危机旷日持久，半年前对欧罗有信心的人也开始变得犹疑，觉得欧罗

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的朋友蔚五海（P. Vuveret）认为根本是信念问题，金融危

机是信仰危机的体现。欧债危机的确再现了伦理责任危机的深重。您在与奥朗德总统的

一次谈话中曾引用了宋代著名禅师无门慧开的禅语：“大道无门，千差有路；透得此关，

乾坤独步”1。欧洲尚未走投无路？ 

莫兰：这场危机是多重的，但首先是一场未完成危机。欧洲未能自我完成，即便在

经济上也一样。人们创造了欧罗，好像就缔结了一个经济实体，而事实上，欧洲缺乏一

个建立在共有制度上的单位，例如税制，缺少支撑这个单位的共有银行,它能够为了协力

互助而作出有益于所有人的决定。从经济上人们认为欧洲共同体实现了，但它存在着许

多重大的缺陷;特别是从政治上看欧洲远未实现。 

 

于硕：欧盟已经存在 60多年了，这个通向未来的建设史还要多长？我听贝尔图（G. 

Berthoin）先生讲过，法国和德国的先知们在二战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的 1943年，就相

约讨论欧洲未来的和平建设问题了。那一代人好像比今天的人更有信念？ 

莫兰：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破坏和死亡，让许多人渴望和平。1945 年战争结束之前，

就有许多人提出欧洲联合的构想，乔治·贝尔图不但见证了这一历史起点，还是这一建

设的脊梁，他曾是第一个欧洲机构——煤钢协会的主任，也是欧盟之父莫奈办公室主任。

欧共体最初的定位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机制。这显然是要结束自相残杀的战争，并创建

某种类似联邦或邦联的制度。但她在现实中一开始就遇到民族主义的巨大阻力，尤其是

在 1950 年代的法国。当时曾有过建立一个军事共同体的计划，但法国丝毫不肯放弃本国

主权。我们知道，只有在各国放弃部分国家主权的情况下，欧洲才能建成一个共同主权

的政治共同体。道路漫长，欧洲尚未建成，她表面的经济成功掩盖了她在政治上的失败。 

此外，苏联的解体和对中欧和东欧霸权的结束，激发了这些国家对欧洲的渴望。遭

受过苏联的统治之后，他们想进入一个共同的家园。但当时的欧洲没能满足他们的期待。

一方面，她无法把这些仍然非常官僚化的经济整合进已经相当自由的经济体中，另一方

面，她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任何政治机制。我在 1991年前后出席过哈维尔总统和密特

朗总统联合组织的一次会议，那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我们甚至不能就多瑙河治理这

样的具体问题在流经国家之间形成共同计划。 

                                                 
1
宋 宗绍编《无门关》（无门慧开公案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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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经济危机之前，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加入欧盟一体化进程后，

就呈现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政治分歧。例如，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法国和德国不赞

成小布什总统发动的这场战争，而波兰等国却将其视为一场反对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

的战争，后者让他们联想到斯大林，因此认为这是美国解放军的一场正义战争，而看不

到加重恐怖主义或破壞一個像伊拉克這樣的國家的危险。另一个例子是巴勒斯坦问题，

有些国家对以色列有微词，有些则不敢批评。你看，没有共同的政治观，也缺乏共同的

生态政策，后者其实不难做到，因为有许多共同的问题要一起解决。 

加之长期以来，欧盟在布鲁塞尔官僚结构治下，曾力图使很多方面同质化。例如，

想要禁止生乳酪，但没有完全做到，因为有太多的抗议。他们不去把欧洲丰富的文化多

样性视为财富，却只想实施统一的行政和官僚规则。其实，欧洲的情况是，在经济危机

之前就已经在危机之中了。 

我们当然也要说这场危机是道德和文化的，因为这个欧洲没有产生真正的智力复兴。

我们曾成功地开发了一个教育计划，它可以提供给不同的欧洲大学一些共同的设置。可

是该计划被要求符合经典大学的盈利概念，几乎要强加给大学经济盈利的指标，而我们

知道智力的标准是全然不同的。目前欧洲的局面很糟糕，既没能在创建一个政治共同体

中成功地深化，也没能至少在其成员国之间创造一种共识，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扩展。 

 

于硕：有一些坚定的反欧洲主义者，建立“退出欧罗”网站，宣布“欧罗的丧钟已

经敲响”。还有的号召退出欧盟，重建法郎，号称“一周搞定”。再有的是排外，民族

主义和种族主义上升，从各国大选中都有体现。这是否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莫兰：这是逻辑的必然。经济危机来临后我们发现，原以为不可逆转、坚不可摧的

欧元竟然是脆弱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欧罗是否还能存在。我个人觉得它得继续吧，

反正人们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有趣的现象：西班牙村镇中重现了地区货币

比塞塔，荷兰重现了荷兰盾，用于小型交易。有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即欧罗

使生活费普遍上涨，由此在各国引起对欧洲的敌意。 

随着经济危机的持续是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上升。他们很封闭，既反欧洲又反全球

化，有的具有排外和种族主义的特性，表现在对其本国移民的态度上。所以，一种反欧

洲的威胁也源自欧洲内部。在 20年代，希特勒的政党虽然只有百分之 10至 15的选票，

但到了经济危机造成德国庞大的失业人口的时候，它就膨胀起来，合法地上了台。今天

如果危机继续加重，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小的超沙文主义的政党同样上台。二战记忆惨痛，

我们有理由担心世界和平面临威胁。 

然而作为对策，欧洲现行努力即无效也危险。这就是所谓的“严厉”紧缩政策，提

高税收和减少购买力。但是，如果购买力下降，经济本身就会崩溃，而税收本身也随之

减少，将会是更“严厉”的恶性循环。严厉紧缩会引起经济灾难，企业将关闭，越来越

多的社会问题爆发。相反，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罗斯福的美国，并非采用紧缩而是

通过大型公共工程重新刺激经济。经济学家指出当时是一种必需，但我们欧洲国家甚至

没有想如此尝试去复苏经济。或许，他们幻想将紧缩与增长协调并进？然而我们知道，

象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自 1990年以来就没有增长。发达国家最好的情况只有 1%至 2%

的增长。增长已变成了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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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今天的经济复苏不能建立在增长的旧有思维上，而应当开发“绿色经济”， 这

是里约+20峰会的主题。这不仅仅是要把有污染的能源转换为清洁能源，如风能或太阳

能，绿色经济也是大型公共设施，建设公共交通系统，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创建环城停

车场，即建造人性化的城市。绿色经济还是社会计划，消除社會不公、贫困和種族隔離，

提高卫生安全保护，提高自然品味和艺术感。它也是粮食经济的复苏，推進有机農業和

传统作业，重新吸引乡村人口，重开郵局、小学和保健中心、鄉村雜貨店和酒馆，如此

建立一个自主的食品供给，满足危機时的生存必需。因为每当出现国际困难时，各国都

需要最低限度的粮食，以避免饥荒。试想一下，假如法国今天像 1940 年至 1944年那样

被德国占领：当时法国能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设法以百分之 60的农村人口供养城市。

不幸的是，今天我们只有大农业，一旦阻断我们都会饿死。总之，欧洲要摆脱危机，必

需放弃现在非常糟糕的经济道路和政治道路。不容易，因为全球都相互牵制着往死路上

走。 

 

于硕：至少方向有了，但一到操作层面就令人气馁。世界需要欧洲，不能眼看着她

往死路上走。可是从欧洲内部谈判的艰难，到外部世界的隔山观火，很难吧？ 

莫兰：眼下看不乐观，几年来都在原地徘徊。但从长期看，希望出现政治理念的根

本转变，一种新的政治思路引导新途径的开拓。奥朗德总统很努力，他和默克尔总理的

合作不错，一左，一右，相互理解，这是党派政治消解的有趣例子。我不觉得欧洲联盟

会解散，但我们还没看到真正的复苏，那将是一种坚实的经济（不是虚假的金融经济！），

一个团结的经济。例如面对债务危机问题，目前各国都债台高筑。解决这个问题不难，

那就是把这些债务变成全欧洲的集体债务，比国家破产一笔勾销对各国更有利，不过德

国不大愿意。从全球看，面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巨大竞争，欧洲需要发展

其他经济类型去取代那些垂死的产业，例如中小型地区特色企业，有机农场，节俭的绿

色经济。但还没有人率先而行。我不绝望，但我非常担忧。 

 

于硕：您在 30年前就提出过“人类政治”、“文明政治”等概念，虽然在南美形

成影响，但在法国只流于概念，在中国几乎不为人知。许多人本价值在今天的世界很是

落寞。欧债危机彰显了各国的自私，而自私像利他一样，也是一种本能。从个人的私欲

到国家的竞争，都令人想到蝎子和水牛的故事，蝎子为了伏在水牛背上过河求生，保证

不会叮水牛。可是走了一半路，还是忍不住下口了，双双死去。人类今天的许多行为都

像这只蝎子，无法抑制疯狂的欲望而走上自杀之路。欧洲没有自我完成，人類也未能完

成自身的全部属性。我有时会想“恶”的本能是否更强大？ 

莫兰：人类没有自我完成，而且正处于十分低迷平庸的时期。但我不相信恶是不可

战胜的。我记得给你的朋友秦晖教授举过两个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例子，一个是古希腊

时期第二次麦西尼战争，另一个是二战的胜利，那是人性力量最辉煌的证明。 

我们需要一种我反复强调的“行动生态”（ecology of action），以颠覆西方的發

展观，它是全球危機的根源，2008年以来的各种灾难不断地证明了它的失败和危险，但

在今天仍然被認為是拯救人類危机的主要途径。你告诉我说因欧债危机使中国人开始批

判地看待西方模式，而在实际行动上，人们仍然以发达的西方国家为参照系，西方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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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生活方式依然是其他地区渴望达到的目标。中国人宣告西方失败了，我说你说的对，

别再重蹈覆辙，要与西方不同，像中国传统那样回归自然，低碳减排，消除贫困……。

他却立即愤怒地说，你先发展了，现在却阻止我发展！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抓老

鼠是好猫！”  

“发展”当然带来了科学、技术、医学和社会服务的进步，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对环

境、对文化的严重破坏，造成社会新的不平等，结果只是新的工奴替取代了老的农奴。 

“发展”的尺度排除所有不能被计算的属性，高尚、信誉、痛苦、激情或友爱，消

解诸如人权、责任、人道精神、民主等基本价值。“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与传统，

将智慧与艺术贬得一钱不值。這就必然造成了智力、心理和道德的三重欠发达。智力欠

发达，是因為在我們的大学學科设置中，教给学生的是将事物分隔，进而使我們喪失連

结和从根本上思考问题的整體能力。心理欠发达，是因為我們被純粹的增長計算逻辑所

支配，只从數量和物質方面做高低判断。道德欠发达，因為自私自利取代了协力团结。 

所有這一切導致生命萎靡不振，包括那些物质上富有的阶层在内。而对于發展的危

機意識仍然相当有限，从这次里约+20 产生的政府声明《我们憧憬的未来》就可以看出，

其中没有任何危机感，至多是一个绿色经济的口号和生態技术提示。  

 

于硕：我们就这样被智力、心理和道德“三欠”的政治和技术官僚管理着！您曾建

议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奥兰德先生，替换现有的政治词汇，类似“发展”、“改革”或

“革命”等概念，它们被说空了内涵，本身也各有不足，代之以“脱胎换骨”（métamorphose），

因为“脱胎换骨既包含着保留又必需转变。那些“三欠”官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良知

去推动历史的大转型。毛泽东说了，他们“绝不会自动走下历史的舞台”。 

莫兰：我仍然乐观，这次里约的人民峰会带来了希望，从五湖四海发出各种动議和

承諾，为我们走出危机提出了有价值的方案，因为那是来自生存在问题之中并息息相关

的人们。你说中欧社会论坛组织了欧洲-中国-南美民间社会三方对话日,这都是很有意义

的行动. 

許多倡議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在國際间也可以相互借鉴，通过合作創造尊重人和環

境的新型模式。但它們為什麼不能脱颖而出？原因是：无论是分散的还是集权的，占有

权力的世界支配者目光短浅，对那些动议全然不知！ 

 

于硕：但“三欠”官僚又“站在茅厕不拉屎”，人们除了愤怒，就是被无力感笼罩

着。面对疯转的制度机器，个人像挡车的螳臂，无力回天。 

莫兰：让我们想想我们缺什么？我们不缺意願，不缺創造力，也不缺讓世界和现有

体制脱胎换骨的可行性建议。但是，单个人不够，我们需要某种东西，比如协力连结的

愿望，它可以将各种因素连结起来，将思想汇集起来，让更多的人易于采用，从而使每

個人都可以在互助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改變世界。 

说到那些“三欠”官僚，我认为，在正在发生的历史大转型中，他们早晚得让出舞

台。这次里约峰会就已经让出了舞台的外围，使世界各地的民间组织有机会展示各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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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这些动议十分值得收集、鑑别和整理组合，以便成为新道路的基石。改善人類关系

这个非常古老的问题，曾经引发了无数革命願望和政治、經濟、社會和倫理的各种设想，

今天再次变得与 21世紀人类的生死存亡密不可分。 

 

于硕：您的《伦理学》今年将在三联出版，书中对“连结”(reliance)做了深入阐

释。连结因为有了互联网而具有全球化的可能。去年的阿拉伯之春（激发了中国昙花一

现的茉莉花革命），欧洲之夏，美国之秋，以及去年以来为筹备里约+20人民峰会出现

的全球动员，让人感到世界公民已经开始相互连结，启动了改朝换代的伟大运动。您同

意吗？ 

莫兰：这些运动通常是由青年领导的，他们从信息技术中获益，并快速获得政治斗

争的能力。那都是非常漂亮的运动。从阿拉伯的春天中，我们看到青年唤醒了曾经屈从

麻木的人群，沉默的老人和妇女、各社会阶层的人们纷纷发表意见，推特、面书成为快

速表达的工具。他们要推翻独裁者，他们做到了。今天叙利亚人民仍在坚持，不惜上万

人的生命代价。但一旦独裁者被推翻，没有方针政策，没有明确道路，就出现问题，例

如埃及，还要警惕强大的宗教势力。 

欧洲方面，西班牙愤怒的抗议以及向布鲁塞尔进军运动，希腊人民的示威游行，都

体现了人民力量的成长。他们在斯特凡·艾塞尔（S. Hessel）《请愤怒！》小册子（译

成近 50种语言）的鼓舞下，声讨无能混乱的政府造成了金融危机，羞辱了人民的尊严。

不过，揭露之后做什么？还没有新的政治理念作为旗帜，没有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我写

了《路》，还有与斯特凡合作的《希望之路》，可以被看做是《请愤怒！》之二。我认

为这些抗议和愤怒的运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法国的运动被警察遏制，他们拆除了在拉德芳斯的帐篷。美国的则更有趣，出现一

种新的意识，人们指出华尔街是新专制主义的中心。我们知道，当今世界被交付给两种

吞噬力极强的章鱼，一种是金融资本主义，它用“没钱花了”恐吓各国并降服人民；一

种是宗教狂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前一种的危机恐吓助长了后者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没有找到遏制其发展的武器。让我们 wait and see，象英语说的那样。 

恢復人们的信念和希望，是走出文明危機的根本。要开拓新路，相信公民的創新能

力，展开全方位的脱胎换骨的转型和重組。 

像貝多芬最后一首弦樂四重奏标注的動機一样：“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

（Muss es sein? Es muss sein!） 告诉我香港读者是否愿意證明這一点。 

 

全文刊于 2012年 6月号《信报财经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