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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儒学。我理解儒学起码包含二方面内容，其一是儒学的经典，被历史上称为“经书”，如“十三经”，这些儒家的

原始典籍。其二是在注经过程所衍生出来的不同学说，并由此演变出儒学发展中的不同形态，即所谓的原始儒学、经

学中的汉学、宋学等等。第二，充分地吸纳改造包括西学在内的一切对儒学发展有益的学术思想，为儒学所用。第

三，紧密结合我国的社会实际，回答一些实现问题，对儒学的当代转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方朝晖认为，儒学今日复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儒学要真正从哲学－知识的话语中走出，就必须回归经学传

统；通过读经、习经、研经将一系列儒学价值内化为现代人生活中去，形成一整套符合现代人习惯的修身、践履传

统，成为每一个普通的当代人可以在其当下生活中感受到的生命力之源，从而培养出一批现代儒者、儒生或儒家

(Confucian)，而不是儒家学者（Confucian scholar）。二、从文明重建的角度来思考未来中华文明的样式与含义，

也是未来儒学复兴的重要前提之一。儒学需要重建道统，新的道统就是新的文明观，即一个新的中华文明之所以为中

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和逻辑根据是什么，包括它在制度结构、核心价值及世俗生活等方面有何特征，能给今天的世界提

供什么样的“样板”。三、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迷雾中走出来，认识到儒学与西方现代学术传统的真正结合主要是一

个实践中体认和结合的问题，而不是建立一套理论体系来结合；是儒学为人们从事其他活动提供基础性价值平台的问

题，而不是所谓“自我坎陷”和“曲通”（牟宗三语）的问题。 

  林存光从立场、信念与心态三个方面阐述了儒学的当代转化。他首先区分了儒学的时代与时代的儒学，认为所谓

“儒学的时代”，亦可称为“儒教的时代”，是指儒学作为一种统合性的官方意识形态或所谓的“国教”对人们的学

术思想与文化生活实施着一元化统制的时代；所谓“时代的儒学”，是指被赋予了时代性色彩而与时偕进的儒学。建

构“时代的儒学”，不是说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儒学里面就有什么，而是说我们必须在坚守和传承儒家基本信念的基

础上而又能够积极而富有成效地、创造性地回应时代提出的生存难题与挑战，那么儒学才能真正得以良性地转化和复

兴，而这样的儒学也才是我们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真正需要的儒学。中国大陆的儒家学者要想在儒学创新方面作出自己

有益的学术与思想的贡献的话，必须在对儒家基本信念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努力对儒学作一种现代阐述，特别是在中

国政治与文化的当下语境下来致力于儒学的创新与复兴，既不失掉儒家自身的基本信念与立场，而又能够创造性地回

应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唯有如此，儒学的创新才有可能，儒学也才能在思想文化的多元语境下对自身有一个确切的

定位并有资格与人对话。儒家的基本信念有哪些呢？第一，关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塑造。第二，关于等级流动的观

念。第三，对普遍人性的信念。第四，对社会的伦理分析。另外，儒学的当代转化需要一种理性的意识与心态 

作为儒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宗教性仍然是这次座谈会的一个热点。单纯着重探讨了中国人的家庭伦理与宗教情怀。指

出，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是建构在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宗法制宗教传统之上的，虽然当代社会中这种宗教传统的形式不再

像历史上那样明显，但是由这种宗教传统所养成的家庭伦理道德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中国人在传统上在家庭里会

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以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与之相关的伦理价值。“天地君亲师”的祭祀表达了人的生物

性的小家庭，人际关系的社会中家庭及人与万物相关联的宇宙大家庭三者之间的“天人合一”关系，其精神有似于西

方基督教传统中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神人对立”关系。在“天地君亲师”的信仰中，所表达的核心精神就是家庭

伦理，其特点是“报本返始”。中国人把这种宗教的伦理精神简称为“安身立命”，这个“安身”不是生物学意义的

“身体”的“身”，所以“夭寿不贰”，不在乎肉体生命的长短，他在乎的是宗教伦理中“身心”的“身”，这样的

“身”“安顿”好了，就可以完成人在个人小家庭、社会中家庭和宇宙大家庭中神圣使命。 

  刘东超认为，近几年我国学界儒教问题争议的关键是“当代中国是否需要儒教”。这个问题至少可分为两个问题

层面：1、作为众多信仰和思潮的一家，儒教是否为当代中国需要？2、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儒教

是否为当代中国需要？他的结论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来看，儒教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既是不太可能又是

不太可取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不需要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儒教作为诸多思潮的一



家为当代中国所需要；但如果期望它成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则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不太大。当代中国主导意识

形态建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绝不是几个知识者议论一下就能完成的工作，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整个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势力以冷静清醒的头脑、顾全国家民族大局的态度形成良性互动及共同协作，才可

能取得较大的、为多数人满足的进步。 

  长期以来，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孔子思想是保守的。在这次座谈会上，崔茂新的发言旨在为孔子保守辩诬。他说，

这不是对其学说思想作评价，而是发掘孔子文化生命的内在精髓，兼而具有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发展与文化创新之路的

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他认为，追溯孔子文化生命的原生态，才能更深刻更真实地了解孔子，走近孔子。孔子文化的

继往开来性、哲学的生生不息性以及人格的持续优化性，铸就了孔子作为一名文化智者和文明先驱的不可替代性。这

样就应从思想上，彻底清除长期以来孔子枉担的文化保守之名。放眼全球，西方的民主科学在一定意义上应该为全世

界人民所共有，而东方的和谐仁爱同样应为世界人民共有，这样人类的发展才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孔子的学说将

凭借其蕴涵于深层次的普遍理念、智慧、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继续与人类同行。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综述来自会议论文。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也十分精彩和富有启发性，可惜由于客观条件的

限制，未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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