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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蒋庆的《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

发展》（以下简称《政治儒学》），该书出版后毁誉之声皆有，但诋毁之声要多于赞誉之

声，有的学者甚至进行了嘲讽和攻击[i]，而更多的学者是在“同情之理解”的视角下对该

书提出批评。近段时间，受康晓光老师《中国归来》一书的提醒，我认真的阅读了《政治儒

学》，感觉蒋庆提出政治儒学切中当前学术、文化和政治发展上的时弊，有必要重新评价这

本书，把该书的真正价值阐发出来。  

评价他人的著作，一般都要求站在“同情之理解”的立场，否则必会歪曲作者的原意，不

过，这个立场对评价《政治儒学》是不够的，还需要评价者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怀有和作

者同样的焦虑。中国当前的时代大背景是中国崛起、民族复兴，并且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的

复兴任务——文化的复兴，而文化复兴指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蒋庆认

为“脱离中国传统的现代化是建立不起来的，因为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这已

经被东西方现代化国家走过的道路所证明。”“鉴于此，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就不再是

‘全盘西化’的问题，而是现代中国‘复古更化’的问题。所谓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就

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

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ii]蒋庆说的“复古更化”不是全盘恢复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制

度，而是相对于“全盘西化”说的，国内一些人不明白这一点，便说蒋庆提出的是“复古主

义。”[iii]其实，蒋庆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否认西方民主等价值，相反，他认为

“新儒家开出的新外王应该既包括西方民主政治的可欲成分，又包括儒家政治理想的传统成

分，而不能一昧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看齐。”“西方民主制度并非尽善尽美，儒家追求的

是比民主制度更高的政治理想。” [iv] 

蒋庆在《公羊学引论》中认为，“人类的学术都是从人类的焦虑中产生出来的，人类创立学

术的目的是希望凭借着自己的智慧通过系统的理论方式来解决自己心中的焦虑。一般说来，

人类的焦虑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存性的焦虑，一类是制度性的焦

虑。”[v]并进而认为，心性儒学的焦虑是实存性的焦虑，公羊学的焦虑是制度性的焦虑。

制度性的焦虑也是蒋庆焦虑，为此他在写作《公羊学引论》后写作了《政治儒学》一书。另

外，为了更好的体会蒋庆的焦虑，我再引证他的一段话，“当今中国，基督教凭借着西方强

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媒体、教会的实力向中国人传教，据有关人士统计，

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近一亿人！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阻止，任其发展，致使今后中国的基督

徒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

主中国。现在非洲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基督徒，非洲原生态的许多文明已经被基督教文

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传统文明已经不可能，故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vi]读《政

治儒学》能感受到蒋庆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深深焦虑，从他在《政治儒学》一书的序言来

看，他是基于心性儒家忽视了传统儒学的政治儒学一面、现代一些学者歪曲误解儒学的性

质，呼吁重续政治儒家而写作此书的。  



通过对《政治儒学》的出版背景和蒋先生焦虑的分析，我认为《政治儒学》具有以下几方方

面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提出了政治儒学这个新的学术领域。正如《政治儒学》中分析的那样，宋明

后，心性儒学成了研究儒学的主流，政治儒学少有人问津，五四后，熊十力先生开创的当代

新儒家接续心性儒学传统，在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新儒学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贡

献可谓有口皆碑，功不可没”，然而当代新儒学也继承了宋明儒学忽视儒学中的政治与制度

传统，注重关注生命与心性，“我们不能不说新儒家代表的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化。”[vi

i]基于当代新儒家继承的是儒学中的一面，蒋庆提出应该重视研究儒学中的另一面也就是政

治儒学，并指出政治儒学源自儒家的《礼》和《春秋》。以上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主要理

由。不论这些理由是否非常准确，蒋庆在心性儒学之外提出政治儒学这一概念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为我们研究儒学指出了新的方向。关于儒家的政治传统问题，国内学者多从古代思

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去分析阐述，把儒家的政治思想与道法墨名等的政治思想并

列，并和西方古代的政治思想进行对比，这种简单归到思想史的做法，只是阐述分析各个儒

家学者的思想，却忽视了儒学中的政治传统，更重要的是，不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史上

的每一个人物都和儒家的政治传统有关。所以，我认为，政治儒学这一概念提出来后，政治

学界和历史学界在梳理写作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同时，还可以就政治儒学及其传统问题进

行专门研究，且对后者的研究更富有意义。  

《政治儒学》的另一个意义是提出了应对近百年来困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应对之法。五四

时期，陈独秀、胡适等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否定传统文化，他们的理由是

儒家文化是不符合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有碍中国富强，所以要被打倒。自此以后，如何

应对民主问题便成了复兴儒家文化的一个挑战，一个迈不过去的坎，而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

也成了近百来中国政治上的最大问题。为了继承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应对西方民主制度的

挑战，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新儒家立志于从儒家心性之学中找出和西方民主

思想对接的因素，在他们四位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还专门指出

了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问题，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无非是儒道主张限制君权、儒家有天

下为公等思想，这些思想和民主思想是兼容的，其中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最有代表性。

不过，新儒家企图从内圣开出外王的做法并没有成功，蒋庆认为，新儒家未能开出新外王的

原因是两个方面的：历史原因和学统原因，特别是新儒家把儒学理解为心性儒学，使当代儒

学只向着生命与心性一偏发展。而政治儒学是能开出外王的儒学，不仅在学理上有这种可能

性，而且在历史上来看，“儒家在汉建立的礼乐刑政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

相当先进的，只有古罗马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才能与之相比。”[viii]为了应

对民主的挑战，蒋庆还专门分析了政治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可惜的是，《政治儒

学》一书没有给出如何应对民主挑战的具体思路，只是给了一个从政治儒学的角度去应对的

提示。不过，这个提示很重要，他为我们解决近百年来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和政治

制度重建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应对之法。  

《政治儒学》的第三个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的复兴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经过30年的改革开

放，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在这种情况

下，中国复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就必须

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因为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不仅要考虑基于理性与民意上的合理性和

合法性，还要考虑基于历史与传统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ix] “要在中国建立中国式的

政治制度，就必须打破新儒学仍然沉溺于其中的‘五四谜思’，超越科学与民主的现代迷



障。”蒋庆的观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特别适合破除国内自由主义者、民主万能者的民主

迷信，不过蒋庆没有直接指出，成功建立中国式政治制度的理论信心来源于西方民主制度的

缺陷。  

笔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权力制衡和选举，实质是维护自由和人权，这种制度

在实行过程中会遇到以下问题：“首先，人权的界限在那里？理论界的共识是不侵犯他人的

权利。今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x]，美国一些学生认为男女分楼/寝室居住侵犯了他们的权

利，在此批评下，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实行男女学生同寝室居住，显然，这些学生的权利主张

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但却违背了男女有别的道德原则，如果没有男女之别，这个世界将会

怎样？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人权是一种免费的赠与品，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主张自己有各

种各样的人权，但不需要支付成本，也正是不用承担成本导致了人权主义泛滥，如果人权的

界限仅仅是不侵犯他人的权利，那么，现代社会的很多规范都会被人权主义者冲垮。其次，

西方民主有朝不宽容道路发展趋势。民主理应是一种宽容的制度，能容纳各种各样的政见和

价值观，也正因为此，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才引领了全球的发展，但是民主在过去西方经验中

的成功不能推论出民主也适合其他国家，更不能发展成民主帝国主义。”[xi]现代西方民主

政治制度只是人类多个政治制度中的其中一个，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也就是说

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会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最后形态，人类终将面对建构新的政治制度

的问题。民主在西方的运行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许多都涉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如

何克服这些问题，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国崛起的一

个机遇，如果中国能成功的走出一条包涵民主价值的积极方面又能去除民主消极方面的，融

合中国民族优秀传统的价值与制度，那么中国的崛起将是不可阻挡的，崛起的中国也是坚不

可摧的。  

《政治儒学》一书还谈到了“以制说经” 、市民社会、全球伦理、民族主义和文明冲突等

问题，但我认为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对政治儒学的论述，不过，对于政治儒学，蒋庆只

提出了概念、传统和意义等方面，而没有就政治儒学具体包括那些内容、原则及发展历程展

开论述，这是此书的缺憾。《政治儒学》一书不是蒋庆专门写作的，而是由他自己的一些论

文、讲稿汇集而成，以至于此书的内在逻辑衔接上不严谨，且不少地方有重复之处，希望该

书再版时能够补足以上缺憾，给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更加全面系统的政治儒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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