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教与东亚的近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教是一个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内容的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两千多年 

的漫长时间里，儒教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曾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传播海外，对东 

亚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东 

亚地区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 

为了在东亚的广阔视角下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2004年3月27日 

-28日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召开了“儒教与东亚的近代”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日本、 

韩国、越南各国学者共同研讨儒教在东亚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儒教与东亚近代化的关系、 

儒教以及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向等问题。 

在3月27日的开幕式上，主办方代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李景源、协办方代表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韩东育、资助方代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盐泽雅代以及越南驻华大 

使馆公使裴仲云、韩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韩再赫都莅临大会并致辞，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寄 

予了很高的期望和评价。 

大会分“东亚儒教”、“中国儒教”、“日本儒教”、“韩国儒教”、“越南儒教”五个专 

题。在第一场围绕“东亚儒教”这一地域性概念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提 

出了“东方是个伪概念”这一冲击性的问题，指出亚洲的文化同一性往往是基于某种政治的意 

图。日本大坂市立大学高阪史朗教授展开了关于“哲学”这一philosophy 的译语的讨论，而 

这一问题的深层，其实潜含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郑家栋研究员提出的儒教这一“学术体系”在 

近代是否成为了哲学这一有关思维构造与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的问题。 

“中国儒教”这一专题，主要讨论了儒教与其他领域如佛教、女权主义、政治革新力、国际 

交流或者学问的创新性的各种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彭永捷教授呼吁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重 

视儒教的作用。推动儒教的重新体制化与改新，争取使儒教成为一个公认的世界性宗教。香港 

中文大学郑宗义教授则主张儒学必须参与到当前人类面对的共同课题来彰显其时代相干性，因 

此儒学必须与女性主义对话，并借用女性主义伦理学这块他山之石，为儒学开掘出更多元丰富 

的诠释空间。“日本儒教”这一专题则围绕儒教与近代日本国家形成之密不可分的关系问题展 

开了讨论。日本东京大学黑住真教授认为尽管日本近代儒教曾经沦为为近代天皇制效劳的工具 

，但只要恢复儒教本来所具有的普遍道德和文化教养，儒教的观念可以成为包括东亚人在内的 

地球的思想。日本广岛大学中村春作教授则提醒人们，鉴于东亚社会里“国民国家”的成立和 

儒教表象的再编过程仍然制约着我们今天的生存和思考方式，我们可以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 

从中检索出近代东亚社会里的共通问题。在“韩国儒教”的专题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 

甦平教授阐述了兴起于朝鲜朝后期、以克服朱子学弊端为目的“改新儒学”——实学对韩国近 

代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韩国岭南大学崔在穆教授则通过对韩国著名儒学家安淳焕的儒教宗 

教化运动的个案分析，具体描述了韩国20世纪30年代的儒教复兴运动在韩国接受西方近代先进 

文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于越南的近代历史是抵抗帝国主 

义的历史，儒教是否成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体的原理这一问题，就成为“越南儒教”专 

题探讨的核心问题。 

通过此次研讨会，各国学者共同探索了东亚各国文化的共通性，同时也明确了东亚文化的多 

样性，提出必须通过对话的努力来主体性地创建21世纪的“东亚文化”。与会学者认为，这次 

会议对于我们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创建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文化，推动各国的现代化事业， 

促进各国学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必将有所裨益。 

（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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