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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哲学作为研究人类思维、存在和价值的学科，对于人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中西方哲学作为世界上两大哲学体系，具有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中西方哲学

在核心概念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中方哲学注重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和谐、道

德和人伦关系。而西方哲学则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权利和理性思维。这些核心概念的差异，使得中西

方哲学在对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上产生了很大的区别。而正是这些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得中西

方哲学在探索人生和思考问题时产生了不同的方法和观点。本文将通过不同方面的对比，深入探讨中西

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并探讨相互交流与借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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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ilosophy, as a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human thinking, existence and valu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inking problems and life style. As two major philosophical 
systems in the world,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have their own unique ways of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systems, and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of core concepts between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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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Chinese philosoph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people, emphasizing harmony, morality and human relations. Western philos-
oph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freedom, rights and rational think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core concepts make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have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way of 
thinking about problems and solving problems. And it is these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modes that 
make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have different methods and viewpoints when exploring life 
and think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spects, this paper will deeply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in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exchange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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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西方哲学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其差异主要体现在认识论、知识论和伦理学等领

域，哲学作为一门探讨人类存在和意义的学科，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方哲学作为两个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哲学体系，在认识世界、追寻真理以及指导行为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源于

两种文化的不同精神追求，也根植于历史发展的差异。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差异，分析

了这种差异背后的文化与历史因素。 

2.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 

(一)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渊源 
人类文明的发展漫长而又丰富多彩，而哲学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探索和思考。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渊源，源远流长，互相影响，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在追溯中西方哲学思维方

式渊源时，我们必然要回溯到古代。古希腊被誉为西方哲学之乡，而古中国也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传统。

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以理性思辨为主，注重对原理、道德以及人之存在等问题的探索。而古中国的哲学思

想强调和谐、天人合一等观念，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在古代有所不同，

但它们都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 
在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过程中，亚里士多德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的理性主义思想对后

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思想强调通过观察和推理来认识世界和人类，对于逻辑学、

形而上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另一位西方哲学巨匠笛卡尔则提出了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相

结合的思维方式，强调怀疑一切，只相信清晰明了的思想。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

科学的发展格局[2]。 
古中国的哲学思维方式则以儒家和道家为主要代表。儒家的思想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传统、

注重道德伦理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塑造。道家强调虚无缥缈的道，强调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这种思维

方式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中西方哲学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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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交流中发生了更深刻的影响与融合。在中国，西方哲学思想迅速传播，启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

推动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一些西方哲学思想的精髓，例如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等，也深刻地影响了

中国的社会变革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同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维方式也影响着西方世界，例如儒家思想

在当代西方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古老的智慧焕发出新的生机。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渊源，丰富而

多样，互相交融。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智慧的光辉之兆，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它

们一方面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回应人类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互为借鉴、互相启发，共同促进着人类智慧

的进步。在当今世界，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交流更加频繁。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

同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的对话与融合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交流与碰撞，不仅可以促

进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更能够推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共同开创一个更加和谐和富有

智慧的未来。 
(二)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背景 
在西方文明中，哲学思维方式则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与理性。西方文化的哲学思想源于古希腊文明，

受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深刻影响。西方文化注重个体的自由意志和思考能力，

追求真理和智慧的探索。西方哲学强调逻辑推理和科学实证，更加注重理性与经验的结合，追求客观真

实的认知与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文明中形成了以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推动了科学、

技术和人权等方面的进步。 
而中华文化秉承着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和谐、和平的处世哲学。这种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中华文

化对于人际关系、伦理道德以及社会和谐的重视上。儒家思想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

处，强调个人责任与道德伦理的实践。这种思维方式注重人的感情和情感，更加偏向于以和为贵的处理

方式，倾向于通过和平与友好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华文化也倡导对自然界的敬畏和顺应，体现出一种和

谐共生的观念。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根植于两种文化的不同历史和传统。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家族观念以

及尊敬长辈的传统，塑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而在西方，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罗马法律以及基督

教信仰等因素，构成了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这些文化背景使得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有着根本性的

差异，表现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价值观和认知方式。然而，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学思维方式并

非是对立的，而是互补和交融的。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中西方的互动交流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

响和借鉴。受到西方哲学思想启发，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也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变

革和发展。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包容与顺应的价值观，也为西方社会提供了参考和启示，强

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因此，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背景，既体现了不同文

化的传统与价值观，又表现出了相互影响与融合的趋势。这种差异与融合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多元而丰富，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哲学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包容差异，促进互相学习与合作，共同构建和谐与进

步的社会。 

3.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语言差异 

(一) 宏观层面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是文化传承的媒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的差异会体现出相应

文化的哲学思维方式。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语言差异是一门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领域，涉及语言的形式、

结构、词汇、表达方式等方面。从宏观层面来看，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语言差异体现在不同的思维模

式和观念上。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哲学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哲学则注重分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2396


王歌丽 
 

 

DOI: 10.12677/acpp.2023.1212396 2435 哲学进展 
 

析和二元对立。这种根本差异也表现在它们的语言中。例如，在中文中，常见的词汇多为抽象词，如道、

理、气等，这些词使得中文表达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而在英文中，由于西方哲学思维强调对立和分析，

常见的词汇更偏向具体和明确，如 object、subject、reason 等，这些词使得英文表达更直接和具体。 
(二) 微观层面 
从微观层面来看，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语言差异体现在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上。中文是表意语言，

强调词序和上下文的语义关系。中文的语法结构相对灵活，可以通过调整词序来表达不同的意义。而英

文是表音语言，在句子中词序相对固定，依赖词的时态、语态等变化来表达不同的意义。这种语法结构

的差异也影响到表达方式。中文倾向于使用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通过直观的形象和意象来呈现概念。

而英文则更注重逻辑和推理，较为直接和明确。 
除了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的差异，语言中的词汇选择也反映了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中文中

常见的词汇多具有象征意义和情感色彩，如自然界的万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体现了中文哲学思维

方式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追求。而英文中的词汇则更注重对事物的具体描述和准确定义。例如，

在表达时间的概念上，中文常使用节气和天干地支等词汇，而英文则更注重时、分、秒等具体单位。 

4.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逻辑推理差异 

(一)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逻辑模式比较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区别体现在逻辑模式上。中西方哲学思维的差异根源于历史、文化与观念的

不同，这导致了各自独特的逻辑模式和认知方式。对于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我们可以从逻辑推

理、思维方式、观念体系等方面进行探讨。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哲

学倾向于运用演绎推理，通过一系列严密的论证步骤来得出结论。这种思维方式强调逻辑的严密性和合

理性，追求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也体现在推理的方式上。中国传统哲学注

重归纳推理，强调通过丰富的实例和观察来得出普遍规律和结论。这种思维方式更加注重情感与直觉的

体验，追求内在的感悟和主观性。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在思维方式上也具有差异，西方哲学强调逻辑思

维、分析思维和方法论的运用，倾向于通过系统性的思考和分析来解决问题。而中国哲学则更加注重整

体性思维与综合性思考，以及对人类情感和道德的关注。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区别，体现了不同文化

背景下对问题的关注点与解决方式的差异。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比较也可以从观念体系的角度考虑，

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古希腊思想的影响，强调理性、自由和个人权利。而中国传统哲

学思维方式则更加注重道德伦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秩序等观念。这种观念体系的差异，使得中

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在对待问题、评价价值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侧重点。 
(二)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思辨方式差异 
首先，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于对待问题的角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理性与逻辑被视为寻

求真理的重要工具，强调分析、推理与证明。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感性与直观的体验被赋予更高的价

值，注重整体把握与内观。这种差异使得中西方在解决问题时往往采用不同的思维路径。 
其次，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还表现在对待矛盾与对立的态度上。西方哲学更倾向于通过对立

与辩证的方式推动思考的进程，相信通过对抗与冲突，才能得出更加深刻的理解。例如，柏拉图的对话

法就是通过让不同观点相互碰撞，引发深层次的思考[3]。而中国传统哲学则注重和谐与平衡，强调相互

依存与相互补充的关系。这种差异使得中西方在思考问题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最后，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亦可从对待历史与传统的态度上得到反映。西方哲学强调超越与

创新，倾向于超越传统与历史束缚，追求个体的独立与创新精神。而中国传统哲学则注重历史的沿袭与

传统的传承，强调对过去智慧的尊重与总结。这种差异使得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中反映出了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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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与价值观。 

5.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价值观念差异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价值观念差异，首先体现在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上。西方哲学强调个人

的自由、权利和幸福追求，以个体的实现和自我价值为重点。而在中方哲学中，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社会和谐与和平的追求。中西方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差异，是由于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社会环

境等方面的影响所导致的。西方哲学在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方面秉持着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中方哲

学在关注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方面则体现了集体主义的特点。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对时

间观念的理解上，西方哲学以线性时间观念为基础，强调未来的规划和个体在时间中的自由选择。而中

方哲学则更注重过去和现在的传统和秩序，追求与自然界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西方文化

追求效率和进步，注重未来；而中方文化注重传统和谐，重视过去和现在的秩序。这种时间观念的差异，

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对待时间和个体的态度上的差异，也影响着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追求。 

6. 结束语 

中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源自于两种文化的不同精神追求以及历史演变的差异。哲学作为人

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更体现了不同文化对于生活意义和道德价值

的理解。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在认识论、知识论和伦理学等领域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

解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促进文化交流与对话。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差

异时，需要保持开放、尊重和包容，以建立跨文化的和谐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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