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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孔教儒學是國家的當務之急---在北京紀念孔子誕辰25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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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學者、各位朋友： 

  聖人孔子之降世，是我中華民族之大幸。孔子思想的光輝，超越時空，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決定了中華民族

的精神面貌，對人類精神文明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孔聖人誕生2555年後的今天，當是舉國歡慶的大慶之日，全

國各地都應隆重紀念孔子，緬懷孔子的偉大功績，再次重溫孔子的教誨。本人有機會與各位在一起，共同討論儒學與

當代文明這一課題，共同領悟孔子儒家的思想真諦，心中感到萬分高興！ 

  孔子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孔子爲孔教教主，儒家學說的創始人，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導師，列爲世界十

大思想家之首。孔子集中華文化之大成，整理《詩》、《書》、《禮》、《易》、《春秋》、《樂》等六經，並將中

華文化的精華濃縮在《論語》一書裏。孔子建立起人類思想最完整的體系，中國哲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提出仁學、人性

理論、認識論、中庸論。孔子主張“仁者愛人”，倡導仁、義、禮、智、信五種基本道德，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建立了

系統的道德理論，在人際關係中主張“以德服人”，在社會生活中主張“爲政以德”，在自己的生活中身體力行，因

此成爲聖人。 

  孔子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最早設立“私學”，聚徒講學，提出“有教無類”，使平民獲得了受

教育的權利，提出了系統的儒家教育理論。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孔子開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課

程，傳授“禮、樂、射、禦、書、數”六藝，在人類歷史上形成較爲完整的教學內容。孔子由此而成爲萬世師表。 

  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有哲理的思辨，有天人合一宇宙意識，有選賢任能的民主思想，有格物致知的科學精神，有

“斧斤以時入山林”、不射宿鳥、恩及禽獸的環保意識，有宗教的色彩，有社會政治學的宏觀，有人學的終極關懷，

有倫理規範的建構，有教育學的體系，具有文化的衆多層面，體宏容深，識遠思卓，無與倫比。 

  第一，  面對外來宗教文化的傳入，我們要以自己的宗教文化來對口競爭。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長期處於分離與混亂之中，根本原因就是中國人民喪失了孔子儒家思想這一精神支柱；中國人民

深受帝國主義侵略之苦﹐歷史的教訓不能忘記。天主教在祖國大陸平均每兩天建三間教堂，基督教在祖國大陸有一萬

五千間教堂、三萬五千個傳教點。外來宗教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壯大，西方文化及價值觀在中國迅速傳播，不少中國人

逐漸改變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價值觀，逐漸喪失了中華民族的認同感，這對建設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

極為不利。對此，我為國家、為民族憂心如焚﹐想必各位也有同感。目前儒釋道三教呈衰弱之勢，而外來宗教卻憑藉

強大的經濟後盾，處於強勢地位；我國的儒釋道三教若得不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必將處於弱勢地位。這樣，就會致使

中國本土宗教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得不到同外來宗教享有同等的生存權利，喪失平等競爭的機會。我贊成國家的宗教自

由政策，不主張排他性，但我國政府應根據國家利益，採取正確引導的辦法，將儒釋道三教扶植成爲中國人民宗教信

仰的主體。 

  第二，面對民族虛無主義，我們必須重建孔子儒家思想這一精神軸心。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價值觀、人生觀如潮水般的湧入，以犧牲國家利益來謀求個人發展的觀念在某些人中間將

迅速蔓延開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孔教在億萬中國百姓中紮根下來，教化人心，就可以在價值觀和人生觀上築起一

道萬里長城與思想堤壩，與有害的思想泛濫相抗衡，這將是一道衝不垮、打不破的思想大壩。如果離開群眾性的防洪

大壩，而僅僅靠百分之零點幾的專業儒學工作者去抵禦西方文化的傳入，必定是蒼白無力的。 

自孔子開創儒學以來，經過歷代的儒者弘揚光大，儒家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在海內外的中華民族大

家庭中，沒有不知孔夫子的。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學習研究儒家思想文化，信仰崇拜儒家思想文化，並且以儒家思

想文化作為人生安身立命和興國安邦的根據。如果中華民族中的上層知識分子理智地信仰儒教，一般百姓情感地信仰

儒教，使整個中華民族有一個堅強的精神支柱，可以形成強大的凝聚力。這對於將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凝聚到一

起，對於祖國的統一以及整個綜合國力的提高都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三，人們道德意識淡薄，發生誠信危機，需要孔子儒家思想來提高人民的道德素養 

中國當前社會風氣日益惡化、道德水準不斷下降，根源何在？就在於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價值體系在經歷了長期

“左” 的思潮衝擊和批判之後瓦解了。現在中國每年有近四百萬件刑事案件，正說明國人在離開了孔子“仁愛”、

孟子“性善”、王陽明“良知”這些道德倫理之後，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危機。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政治家，都不能對

此無動於衷。一個人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形成，決不是接受一些口號和抽象概念，而是存在於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傳統

精神價值體系對人不斷熏陶、感化的結果，正如一棵樹的生長，接受周邊的營養物質、水份、陽光、空氣，內化於

已。孫中山先生主張恢復中國人民的固有道德，認識到決不可能在傳統道德之外能塑造出一種新的道德來。孫中山先

生所說的中國人的固有道德就是指由儒家文化培養起來的道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文化大革命只

破不立，把幾千年傳統道德砸碎了，其結果怎樣？當今之世，唯有重新宣揚孔子儒家思想，樹立中華民族的精神價值

體系，以此來培養中國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當一個人具有了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就能走人間正道。作

爲孔教基本教義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人類道德永恒的基礎。 

  第四，弘揚孔子儒家思想，符合中國國情國體，走具有真真正正中國特色的文化建設之路 

  中國的文化建設，必定要有堅實的基礎，在民族虛無主義的前提下來建設中國現代文化，是不可能取得完全成功

的，這一點，已爲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所證明。中國當代文化建設的基礎，就是以孔子儒家思想爲核心的中華傳統優秀

文化。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是建設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首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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