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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是开放系统 

  “儒”从商、周而下，其地位不断在变。“儒”之成“家”、“儒”之名“学”，始自孔子。从孔子开始，儒学

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与时俱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二千多年来儒学演变的历史说明，没有一成不变的儒

学。但这并不否认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的儒学有自己一些最基本的、为所有儒者所认同的主张。这正是儒学成为一个传

承不绝的思想和学术系统的原因所在。 

二、儒学转型的背景 

  在儒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唐宋之际的儒学转型。其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是为适应当时整个

社会的大转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的转型——而形成的。这一社会转型直接影响到中

国整个中古后期的历史进程，而转型后的儒学基本适应了这个时代要求。从思想层面看，它是儒家思想(乃至当时中

国本土的价值系统)面对异域思想文化即印度佛教挑战下，经过长期的冲突、激荡、涵化、反思后的一个不得不做出

的创造性的回应。由此重铸的儒学形态——宋明理学。 

三、儒学转型的展开 

  儒学转型的过程从中唐后至北宋中后期约经历四百余年，主要分内外两个层面展开：对外是“攻乎异端”，对内

则“拨乱反正”。“攻乎异端”即抨击导致儒学中衰的外部根源，包括排斥佛道二教（尤突出排佛），和抨击四六时

文。“拨乱反正”即儒学内部的调适、更新（包括抛弃汉唐经学、发掘传统儒学资源），倡导古文运动和整合创新出

新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儒学转型阶段，传统儒家的“外王”之学并不是如后世那么遭到贬低的，反之

它受到了当时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其地位决不下于新起的“内圣”之学。“讲学论道”开始代替“从政问俗”的重大

转向，是进入南宋以后的事。 

四、提供的思考 

  儒学转型的成功，可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文化交流及文明对话双赢的例证，它能否为今天的中国乃至世

界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化现代化途径的问题；创造性转换如何可能的问题；如何

在当代条件发掘儒学资源的问题；如何从学理层面落实到制度层面的问题；如何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问题；如何真正

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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