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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能力的历史进程。最大限度地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

“人与人”关系的平衡与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总之，现代化过程是世界上不断变换着的后进国家对暂时处于领

先地位国家的“追赶过程”和世界上不断变换着的先进国家对自身状态的“超越过程”，是制度健全、政治昌明、经

济繁荣、人民富足、社会和谐、文化先进、道德高尚、文明进步、生态良好的集合体。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力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

聚力之中。 

    现代化，是物化与德化的统一。没有德化，没有德化之人，就没有现代化。现代化需要文化的支撑，中国特色的

现代化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需要儒学的支撑。 

 四、继承、创新、发展 

中国历史上有五大社会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期；第二个转型期，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

会转型期；第三个转型期，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期；第四个转型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

主义社会转型期；第五个转型期，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期。孔孟创立儒学所处的春

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转型期。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五个转型期，儒学研究面临前所未遇的新课题。可以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对儒学是一个历史性考验和历史性机遇。儒学因此而面临自身的发展和创新。  

    中国的现代化要求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创新、必须发展，要求儒学必须创新、必须发展。温故知新，对传统文化典

籍、对儒学典籍要作出新的阐释，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儒学发展史看，儒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 

   儒学发展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限于少数人。要突破“三个圈”：专家圈、国人圈、华人圈，要走出中国，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国学，尤其是儒学， 是中国崛起的精神支撑。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

长河中，无数炎黄子孙世代相统，形成了博大精深、丰富厚重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国学，尤其是儒学，成为中华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21世纪应是“东方文化”振兴的世纪，21世纪应是“中华文化”振兴的世纪。在世纪之初，我

们就已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国学 ，尤其是儒学魅力的势不可当，炎黄血脉的奔流，文化激情的荡

漾，其实就是生命张力的宣泄，生命色彩的张扬，生命个性的舒展，生命价值的体现。而这一切，皆会因中华传统文

化、传统美德、国学，尤其是儒学的复兴、振兴而变为现实，中华文化必定能够再现辉煌。 

   国外一些有识之士在探索“中国现象”，探索“中国之迷”，探索“中国迅速崛起之迷”，探索“中国仍保持旺

盛生命力之迷”。我想，这个谜底，既要从改革开放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中去寻找，从科学技术中去寻找，从管理

体制中去寻找，同时，我们还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从人的道德中去寻找，从人的内心中去寻找，从人的境界中去

寻找，从人的本性中去寻找。 

    五、一元、六本、十德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国学、儒学的基本精神、内核、精髓是什么？我认为是儒学的“纲常论”。 

  “纲常论”的演化。 纲常理论有一个演化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阶段，孔子纲常论。确切

说，孔子纲常论思想萌芽。孔子分别说过“仁”、“义”、“礼”、“智”、“信”，尤其强调“仁、义”二字。孔

子奠定了纲常论的核心思想“仁”，但孔子未形成纲常理论体系。第二阶段，雏形阶段，孟子纲常论。孔子逝世一百

多年后，孟子首次提出“四德”，“仁、义、礼、智”，成为“纲常论”雏形。第三阶段，确立阶段，董仲舒纲常

论。孟子之后一百七十多年，西汉董仲舒在孟子“四德”后面，加了一个“信”字，成“五常”，并加“三纲”，遂

成“三纲五常”，从而形成了以“三纲”为纲，“五常”为目的“纲常论”。“纲常论”对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封建

社会伦理关系，维护封建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董仲舒之后，两千年来没有人对“纲常论”进行改



动，或进行新的丰富、发展。   

   “纲常论”的批判。“纲常论”是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国学的“基因”，这个“基因”不能中断，要继

承、要延续。但今天已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用，要批判、要改造，要创新、要丰富、要发展。“纲常论”有“四大问

题”： 第一，“三纲五常”中“三纲”，是为封建等级制服务的。第二，“三纲五常”中“三纲”，用一部分人作

为另一部分人的纲，用一个人作为全体人民的纲，不合理。 第三，“三纲五常”中“五常”“仁义礼智信”，具有

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五常”内容，显得太窄，不全面。第四，“三纲五常”，最大的缺点是，

缺“根”。 

   针对“纲常论”的“四大问题”，调整一下这个“基因”的分子结构，使其性质有所变化，从而构建“纲常新

论”。“纲常新论”有“四大变化”：第一，指导思想上，破除封建等级制思想，坚持民主平等思想。第二，“三

纲”，舍去；第三，“五常”，留下，在“原五常”基础上，加“新五德”，成“十德”；第四，加根，“一元”。

从而构成以“一元”为根，以“六本”为纲，以“十德”为目的“纲常新论”——“元论”——“一元六本十德论”

（1７字）理论体系。 

 “十德”：“原五常”——“仁、义、礼、智、信”基础上，加“新五德”——“忠、孝、易、勇、和”，从而成

“十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易、勇、和”。德，人之纲，政之本，国之基。“十德”可分为两组：

原“五常”——“仁、义、礼、智、信”为一组；新“五德”——“忠、孝、易、勇、和”为一组。10个字内涵外

延，相对区别，难免有交叉，主要取其本意、主意。“十德”既有内向的，就自身内心修养而言的；又有外向的，从

与他人关系、社会关系、改造世界而言的。每组各字之间，均有次序，各有内在逻辑。两组各字之间，相互对应，仁

与忠、义与孝、礼与易、智与勇、信与和，使中华民族美德基本内涵概括更加完整、丰满、全面。“十德”不是平行

的。原“五常”，“仁”为首，是根本，“信”贯穿；新“五德”，“忠”为首，是根本，“和”贯穿。仁、忠、

信、和，最为重要。就“十德”整体而言，“仁”为首，“和”贯穿。“仁”、“和”最为重要。“仁”是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核心思想，“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最高目标。 

  “六本”：人贵务本。务本之要，在务“六本”：世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善为本，善以诚为本，诚以真为

本，真以世为本。“六本”乃人生之本。“六本”，是六个环节，之间具有内在逻辑，紧密相联，层层递进。“六

本”，六字，世、人、德、善、诚、真，六句，是人生至要。人生应恪守“六本”。“六本”，是人生修养的六个层

次、六个境界。每个人均应遵循、坚持、践行“六本”。“六本”，是一个圆圈，“世”是起点，又是终点。至世为

人、至人为德、至德为善、至善为诚、至诚为真、至真为世。“六本”，乃人之精神大厦——六层大厦，第一层，

“世”之境界，尊世；第二层，“人”之境界，重人；第三层，“德”之境界，修德；第四层，“善”之境界，行

善；第五层，“诚”之境界，守诚；第六层，“真”之境界，贵真。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但只要努力，只要坚持，

就能达到最高境界。我把“六重境界”之人冠以名份：第一境界之人，“世”本之人，为“常人”；第二境界之人，

“人”本之人，为“贤人”；第三境界之人，“德”本之人，为“仁人”；第四境界之人，“善”本之人，为“善

人”；第五境界之人，“诚”本之人，为“圣人”；第六境界之人，“真”本之人，为“真人”。 

  “一元”： “元”，取自《易经》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取元通和正之意。万物、万事、万人、万理，归于

一元。那么，“一元”究竟是什么？就是“道”。“道”，源自《易经》、《道德经》。《易经》内容若归结为两个

字就是“阴”和“阳”，若归结为一个字就是“道”。《道德经》若归结为两个字就是“道”与“德”，若归结为一

个字不是“德”，而是“道”。《道德经》开宗称“道”，立“道”为名，一切由“道”出发，由“道”展开，又复

归于“道”。“德”是“道”的属性。因此，在《道德经》中，“道”是贯通全书的核心概念。“道”的内涵：第

一，道路；第二，道理。；第三，方向；第四，伦理；第五，真理；第六，原则；第七，方法；第八，引导；第九，

规律；第十，本原。“道”，是无与有的统一。 《易》理，实际上就是“道”的运化原理。“道”是万物源，是

本，是根，是“终极真实”，是“一”，是“元”，是“真我”。“道”是出发点，是归宿点。“道”是客观性、自

然性、社会性。“道”是天道，地道，人道。“道”，既不限于某一时，亦不限于某一人或某一群人。道，是大道，

是一种大自然之大道，是一种古往今来全人类历史长河所当通行之大道，是一种超越于一时一地一人的普泛于时时、

处处、世世之大道。“道”，就在自然之中，在社会之中，在每个事物之中，在每一个人之中，在每一个人身之中，

在每一个人心之中。事间万物各有其道。道是万物的本原，人与万物只是道的表象，要想得道，必须抛弃狭隘和胶着

于物的思维方式，超然于物，返朴归真，深入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与道合一。人的修养达到了超越世

俗、纯真本我的境界，就达到了与天地融为一体、“同于道”的境界。人生贵有“定律”，遵循道就有了定律；国家

贵有“定势”，遵循道就有了定势。道统万物，道贯人生。人生遵道，坚持不懈，自觉人生，成功人生。一个人，一

生中，这错误那错误，最大的错误是违背道；这原则那原则，最大的原则是遵循道。中国所有问题，人类所有向题，



归根是什么？一个原因，一句话：就是违背道。中国所有的成功，人类所有的成功，归根是什么？ 一个原因，一句

话：就是遵循道。 

    我们要超越世俗的局限，重建“终极关怀”、“终极理想”——“道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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