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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学创新 

                ――“2005国际儒学高峰论坛”综述 

                        郭  沂 

  在叶选平会长的关怀和指导下，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2005国际儒学高峰论坛”于2005年10月28－31日在北

京友谊宾馆举行，50余位学者和首都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论坛共收到正式代表提交的论文25篇，其中22位代表与会

并发表了演讲，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德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和大陆地区。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学创新。围绕这一课题，学者们进行了坦率、激烈而友好的探讨，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现将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一、儒学创新的宏观透视 

  国际儒联常务副会长杨波在开幕式致词中指出：儒学是孔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她属于中国，也属

于全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儒学因应时代要求，是在各个时代思潮的激荡中不断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这就是说

儒学只有在新时代进行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为世界和平发展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

的复兴，而且是文化的振兴。经济是全球化的，而文化是民族性的，民族文化是“中国特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两

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是儒学，因此中华文化的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儒学的创

新。同时，我们今天提倡儒学创新，也是为了使中华文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再放异彩。 

  上海大学教授祝瑞开提出顺应时代需要，创建“当代新儒学”的宏观设想。他认为，在新世纪多元文化的碰撞、

融合中，下面一些情况和问题将是突出的：1、积极、健康的群体意识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矛盾和冲突。2、人文精

神和科学主义的矛盾和冲突。3、入世和出世的矛盾和冲突。4、克已自制，和谐、友好相处，这是人类社会生存、发

展的客观要求和合理选择。面对上述矛盾、冲突和问题，儒学可以有所作为，发挥其积极、有益的作用，为建设世界

先进文化，推动人类社会向着和平和进步方向前进贡献力量！儒学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上一世纪的严峻洗礼，“吐故纳

新”，清除自身的思想积垢，大力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诸如民主、法治、平等思想、独立意识、科学实证方法和科

学管理等先进的思想和方法，改造并重构自己，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当代新儒学”，这是一个时代课题，是中华民

族、炎黄子孙和国际儒学界，共同面临、协同合作的一项紧迫任务！“当代新儒学”应是：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立足“内仁外圣”、“公平”和“安身立命”之学，实现人文和科学二者的有机结合，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协

调发展。 

二、基于传统的儒学创新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切实地进行儒学创新呢？这是本次论坛最核心的问题。 

  在题为《儒学创新的宗教反思》讲演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首先对儒学的性质作了新的判断：儒学是突出

社会伦理的教育思想，做人的道理，生命的学问，生活的方式，体现人文精神的信仰，是哲学也是宗教。儒者是关切

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的知识分子。儒家是入世的，相信可以通过每一个人在人伦日用之间的修身养性，逐渐改

进个人的素质，提高生活水平，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杜教授认为孔子学说有理想和现实两面，其关系是以理想来转

化现实，而决不允许向现实妥协而扭曲理想。孔子的教育是修己安人，而联系己和人之间的修身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

心。儒家所谓的做人的道理包含纵横两面。横向看，个人作为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不可能遗世而独立，必须在同心圆

式的社群安身立命。纵向看，个人由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四个层次组成。层次与层次之间的关系极复杂、极微

妙。纵横考虑，儒家的人文精神是由殊性（具体的根源性）和共性（普遍的公共性）不断沟通、对话，交织而成。我

们既不能脱离身体来展现心知，也不能脱离身体和心知来展现灵觉，而神明既不脱离也不局限在身体、心灵和灵觉之

中。孔子的成德之教有深刻的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的含意。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我们不妨定义儒家的价值取向

为“以凡俗为神圣”。其理由是彻底打破凡俗与神圣的界域，确认凡俗即神圣，天道即在人伦日用之间。儒家伦理基

于美感，而又推向“终极关怀”，根本否认美学（情感）、伦理（规约）和宗教（信仰）三大领域绝然分割的思路。

人伦之所以是天伦，由于人因天而生。人最高的自我期许是如实体现内在于人性中的天命。杜教授最后指出：不同于

其它轴心文明，儒家的宗教性和现实性融合无间。儒家的精神世界是扣紧身体、家庭、社群和地球而展开的。儒者以

为人生的终极意义可以也必须在人伦日用中体现。人和一切存有攸息相关，人心应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由自我、社

群、自然、天道四个不可分割的面向所组成的儒家人文精神可以通过文明对话来丰富它的核心价值，也可以为建构对

话文明不可或缺的普世伦理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提出，如何解决人的世界中人的需求(包含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的需求)与发展问

题，实现人的内外和谐，群己和谐与整体和谐，来补救历史的缺失，开创人类新的历史，建立人类相互的信赖与对人

类未来的信心乃是当前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人类潜能与人性与智慧必须接受的严竣考验。他提出关于儒学的理

论建树的几点意见。一，分辨本、体、用的层次，把本体论与体用论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把儒学中较后发展的综合

概念“本体”结合与较前发展的分析的概念“本”与“体”来进行知识层次上的区划与整合。本是指的根源，本体上

的本的根源不止是历史性的也是形上学的：它代表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本源，也是宇宙持续发展的动力。本体的用的

重点落实在管理上面。管理也可以称为本体之用。用是直接以具体事物为对象，采取有计划的行动以追求与达到一个

预订的价值目的。二，分辨知时、命时 (正时) 与用时 (即时中) 的时段，以求得在时间过程中实现人之为人的本、

体、用的功能。儒家哲学是建筑在时间与生命的体会的智慧之上的，是有关时间与生命的哲学，是在时间中发现生

命，在生命中掌握时间的哲学。我们必须知时以明本，命时以立体，用时以致用。三，促进人类道德: 基于以上的儒

家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创新理解，我们不能不重视人类道德的建树与维护。此即是对生命的本体的价值的认知，体

现在多元文化传统中人类追求的多元价值体系之中，其中包含人的尊严，人的平等，人的自由，社会的和谐、开放与

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与可改性，生活的自足与安全，生命的健康与充实等等。此即是人性的实现。四，促进世界和

平: 促进人类道德是中国文化精神与儒家哲学的本体性的根本工作， 有此本体，方可发而致用于天下与世界。 促进

世界和平就是此一致用的具有终极性的目标。中国如何促进世界和平更具有儒家哲学中时间与生命方法论的意涵，也

就是需要运用知时、命时及用时的智慧与策略来达到目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提出以儒学“一本五常”取代过去的“三纲五常”。一本是以民为本，五常是孝仁义中

和。他指出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很丰富，进入秦汉以后，建立起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儒家又概括出适应社会政治

需要的“三纲”理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被推翻以后，中国要走向民主，自然要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取代“三纲”

理论。民本论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民主思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民本思想还要有新的阐释，还需要创新的内

容。关于新五常，他说，旧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而新五常是孝、仁、义、中、和。仁义保留，上加孝，孝是

一切道德的根本，孝概括忠。“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和“八德”中的“忠”是一个意思，这是忠于国君的意思。

在民主社会，忠君思想要改变成忠于人民、国家，忠于自己的事业。在先秦，忠是真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意思。诚、

信、廉、耻，都包括在义里。夫妻平等，“夫为妻纲”也就失去意义，夫妻关系也应该坚持义的原则。中是思想方

法，和是生活态度。这样，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来概括儒家思想，就更全面了。最后他还阐述了儒学这个体系的现代

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郭沂指出，在当今中国，哲学危机导致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又导致社会危机。因

而，欲挽救社会，必先再塑信仰；欲再塑信仰，必先重建哲学。所以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中国

哲学和中国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和方向应该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



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新的哲学

体系和社会学说，以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为未来世界开出大同盛世。由此，他提出新道论的构想。这种

新的儒家哲学体系包含四个世界，即道体界、性体界、心体界和现象界，其中前三个世界构成形上学。道体是一个无

边无际、无穷无尽、无所不包、不生不灭的形上世界和本体世界，是一个绝对的“大全”。道体界由三个基本范畴构

成，它们是意、理和气。意是生命的存有和意义的存有，理是知性的存有。意本身是至真至纯，无善无恶的。然理甚

驳杂，既有真、善、美之理，又有假、丑、恶之理。它既是至善之本，又是万恶之源。意、理为形式，气为质料。

意、理寓于气中，与气不相分离。此气为气之本体，可称为真元之气。气含有阴阳两种性质。阴阳的消长，导致运

动。元气流行，万物化生。当真元之气落实于万物，便成了有限的一偏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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