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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处编           

          “经典、道统与儒学的当代转型”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经以载道，道赖经传。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上，经典从来就是儒家立论的依据，道统也一直是儒学发展的宗旨。

一个半世纪以来，儒学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建构新的儒学体系，

实现儒学的当代转型，便成为关系到儒学生死存亡的重大时代课题，而经典和道统将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是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国际儒学联合会于2006年10月15日在北京凤凰台饭店召开了一次主题为“经典、道统

与儒学的当代转型”的座谈会。国际儒联秘书长曹凤泉、副秘书长金美华以及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

言。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存山、张利民、邹昌林、汪学群、郭沂，北京大学的张学智，中国政法大学的单

纯、林存光，中国人民大学的向世陵、彭永捷，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景林、李祥俊，清华大学的彭国翔，中央民族大学

刘成有，北京工商大学的刘东超，山东大学的蔡德贵，曲阜师范大学的崔茂新，青岛大学的冯国荣，《中国社会科

学》杂志社的魏长宝，《哲学动态》编辑部的贾红莲，中华书局的祝安顺。另外，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奇伟和清华大学

的方朝晖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提交了论文。 

  曹凤泉秘书长首先介绍了这次座谈会的背景和国际儒联的有关情况，然后由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沂主持

会议。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李景林从宏观上论述了儒学未来发展的契机和天命。他从文化本身的特性及其存在、作用方式的角度，对影响文化发

展的功利因素，进行了理论的分析；用“共通性”来理解文化普遍性的意义，并由这种文化的“通”性义来重新审视

“全球化”的内涵，对世界文化价值方向调适和转向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文化发展之“无用之用”的特

性，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化走向的风云际会中，为儒学和中国文化提供了我国现代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发展契

机。中国学人应理解和把握好这个契机，培育良好的文化意识，通过长期的努力，发展出现代形态的儒学，对未来世

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中华民族所应有的贡献。 

  刘成有一方面坦陈传统儒学在当今时代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传统儒学实现当代转型的切入点。他认为，当

今时代，民主法制建设已经深入人心，宗法制的解体、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贯彻落实也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

可以说，传统儒家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专制、宗法等社会环境已经颠覆，那么传统的儒家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也就

是如何实现现代转型，自然就会是一个艰巨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展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与古代专

制社会条件下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公共权力概念的引入。因此，对于人性的认识以及个人满足个人私欲的合理性，

就产生了新的视角。如果没有或者不是凭借手中拥有的公共权力来满足个人的私欲，无疑属于正常的人性展现，相

反，如果满足个人私欲的过程中夹杂着或者充斥着公共权力的运用，无疑不具有合法性，道德评价上也应该是恶的。

所以，衡量当代社会中的人性，应该放到公共权力的视野下来进行。相应的，比道德更有约束力的法律的制定，也应



该具有类似的视角。换句话说，法律的约束、制裁对象，首先应该着眼于手中拥有公共权力者的身上。如果法律制定

的出发点是约束或制裁不可能运用公共权力的人，无疑是本末倒置。所以，正义与规则，应该是我们现代社会各项理

论建设中关注的焦点之一。传统儒家中的“正心”，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更重要的是，“正心”本身就蕴含有正

义与规则的内涵。这一点与现实的人的社会本质的展现，以及人性展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塑性，都是与现代工商业

文明所强调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就此而言，传统儒家思想在人性方面实现现代转换，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共存共荣，

并不是不可能的。 

  彭永捷认为，要发展儒家文化，就要重建中国文化道统。对此，他从七个方面作了论述。1、“道统”一词虽未

由韩愈提出，但儒家道统思想明确提出者，当推韩氏《原道》篇。同时，道统思想可上推至孔子与孟子。2、当代面

临的文化矛盾：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与《原道》一文的背景是相似的。韩愈及后来理学对这

些文化矛盾的回应，对于今人仍有借鉴意义。３、《原道》篇明确将儒家文化复兴，与卫护中国文化道统联系在一

起。当代儒学及整个儒家文化的发展，即当代的儒学复兴运动，必须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文化立国的任务结合在一

起。４、当代中国文化面临再次启蒙的任务，即辩证继承五四以来启蒙思想的成果，而克服启蒙运动的片面性所造成

的新愚昧――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和毁弃。５、发展儒家文化的两个向度：儒外援儒和儒内弘儒。

６、从体和用／魂和魄两个方面建设儒家文化，即当代儒学理论建设和儒家文化体制化建设，包括儒教建设。７、在

儒学理论建设方面，“出佛入老”（出入西学），“返之六经”，是历史经验。 

  郭沂则提出了建构第三个儒学范式的设想。他指出，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学虽历经原始儒学、汉唐经

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现代新儒学等学术形态，但其基本范式可归结为二，即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

的使命是建构历史上第三个儒学范式，其基本内容有三：其一，天人统与人天统――第三范式的道统论。大道兴于对

天人之际的追究。而究天人之际，则既可自上而下地“推天道以明人事”，又可自下而上地“究人事以得天道”。由

此形成了道之两统，可分别称之为天人统和人天统。此道之两统，已清晰地呈现于六经。大《易》属于天人道统，其

他五经属于人天道统。孔子早期“以《诗》、《书》、《礼》、《乐》教”，主要继承了人天道统，晚年“学

《易》”后，将重点转向继承和发扬天人道统。进入战国，儒家开始分化为两系。子夏、公孙尼子、孟子车（郭店简

《性自命出》等篇的作者）、《内业》、荀子承人天道统，曾子、子思、孟子则续天人道统。宋明理学的历史使命是

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回应佛教心性之学的严峻挑战，所以挺立思孟，提出道统学说，正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现实需要。儒

学能否再次崛起，关键在于它能否像当年回应佛教的挑战那样有效地回应西学的挑战，尤其是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挑

战。道之另统，即人天统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科学与民主的基因，是我们建构当代新儒学、回应西学挑战的宝藏。其

二，五经七典――第三范式的核心经典系统。孔子和朱子分别是过去两个儒学范式的最主要的确立者，他们都将建构

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作为基础性工程，孔子创建了六经系统，朱子将以五经为核心的传统经学，改造为四书五经系统。

按照新的道统论，儒学奠基期最重要的经典可新编为七：《论语》（附《论语》类文献）、《子思子》、《公孙尼

子》、《子车子》、《内业》、《孟子》、《荀子》，总称“七典”，与五经合称“五经七典”。其三，新道论――

第三范式的哲学体系。核心经典系统和道统论所提供的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建构什么样的哲学体系，那是因人

而异的。依此，郭沂尝试性地提出了“新道论”之说。 

  李存山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儒学转型的模式。他认为，儒家的“经典”、“道统”都含有中国文化的“常道”

的思想内容。但是，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并不都是“常道”；如果都是“常道”，那就没有“儒学的当代转型”问题

了。因此，我认为正确处理儒家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问题，在当前是十分重要的。按照道德之“变”与

“常”的辩证法，儒家文化中的“常道”，我们要继承和发展；而其带有落后时代特点的内容，则我们要舍弃。“五

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是符合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方向的。当然，只有“民主与科学”并不够，还应该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道”，如“正德、利用、厚生”等等。“五四”时期的反儒与“文革”时期的反儒是不一样

的。“五四”之反儒是反对北洋军阀借儒家的“纲常”来复辟帝制，“新青年”把民主与科学同儒家文化完全对立起

来，这是他们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方法的局限。“文革”之反儒则是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其权威是法家文化和秦始皇。

认清“五四”与“文革”的不同，这对于儒学的当代转型也是很重要的。 

  张奇伟则从儒经的变化论述了儒学转型的历史轨迹。在他看来，儒学的转型不是今日的新事，而是历史的常识。

历史上，在时代的每一次变迁中，儒学必然地经历一次转型。每一次转型都自然地表现为经书和经学的变迁。因此，

可以从经书和经典的历史变化看儒学的变迁和转型。孔子的“六艺”之教是经的滥觞，也是经学的开端，它清晰地昭

示着孔子之儒与先前文化的文脉相系，是儒借以生成的文本资源。从此，儒学就以六经的哲学文化模式逐渐生成于

世。汉初的经学与董仲舒的解经是儒学的第一次转型，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分野和终至合流是儒学内涵的整合。两宋的

经解与理学的产生是儒学的第二次转型，宋学的建立，疑古疑经之风的盛行，四书集注的出现，无不在清晰地说明，



儒学由天人之学转到了天道性命之学。近代的尊经和废经的交替，现代以来经学萧瑟折射出的是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

严峻挑战，实际上是儒学的一次蜕变过程。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的扩大，中国文化热和孔子学

院建立，经典的重振又一次成为儒学再生的先导，揭开了新一轮儒学转型的序幕。 

  汪学群也认为，儒学的转型应是儒学本身应有之义，是儒学之所以称之为儒学的关键所在。但也应注意到，儒学

当代转型所遭遇的困难，正如这次会议宗旨所说的那样。他认为首先要认识儒学的当代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一

蹴而就，一劳永逸，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在这一艰难的转型过程中，一开始就应该创造出几个前提条

件。第一，完整准确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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