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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学者研讨儒学与中华人文精神

【作者】木子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中华孔孟学会主办的“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4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举

行。来自海峡两岸的80多位学者围绕儒学与中华人文精神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 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

重要纽带。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推崇那些有精神追求的人,

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形成了崇德尚义的气氛。中华文化还一贯强调明辨

义利,主张明理节欲,在价值评价上对坚持道德理想追求的人高度褒扬,对追求个人私欲满足的人加以贬

斥,人的“美德”和修养始终受到重视。因而,在中华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仁

孝忠公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并深入人心。  

  与会者认为,中华文化重视人,但不是强调个人,而是重视人伦,总是把人作为一定的伦理关系中的

人,在一定的伦理关系中负有伦理责任的人,从而个人的德性和价值实现紧密联结于他和他人的关系。

在这种思想文化里,不仅个人对他人对群体的责任意识始终被置于首位,也凸显了以小我成就大我,以牺

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刚健有为的精神,

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时期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族危难之际更成为激励人们的精神力量。  

  与会者强调,2500年前孔子整理了夏商周三代的文献,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建立了中华文化

的经典意识,并使这些价值渗透到一切文化的层次和形式中,从而影响了全体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今

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离不开弘扬儒家思想中的优秀伦

理道德,特别是其中重礼仪、宽厚待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以及和而不同等,对于我们坚持科学发展

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努力发掘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价值

观和民族精神,并且维护它、发扬光大它,承担起发展中华文化的重大责任。 

【原载】 《光明日报》 200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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