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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首先将清代称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后来胡适等又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

兴。这两种说法影响都很大，而五四文艺复兴说尤甚。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以文艺复兴比附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

说法。然而，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如果存在的话，它到底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正

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不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何谓“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欧洲在经历了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以后，以重新发现并复兴古典文明为表现形式的一场

反封建反神学的文化运动，其最普遍、最基本的理念是人文主义，整个运动可以看作人文主义对宗教的反动。所以，

文艺复兴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文化复古不是文艺复兴，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文化引进也不是文艺复兴。

“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命题如果能够成立，那一定意味着中国曾经有一个人文主义传统，由于某种原因被中断，而

在新的形势下有得到复兴。 

  二、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 

  看来，在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之前，必须对中国传统的宗教、人文主义及其演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如果可以用宗教、人文主义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思想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都源远流

长，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和人文主义正是后来儒家、道家等产生的思想背景。我以为，孔子对它们的取舍，已经基本

决定了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的性质。 

  提起中国传统宗教，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道教和佛教。然而，牟钟鉴教授发现，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

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为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而不绝”，这就是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或原生型宗教。

牟教授指出： “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

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它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1]我认为，中国宗法性传统

宗教的发现和提出，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早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之初，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就已经形成了，并成为后来夏商周三代

的国家宗教。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尽管此教在形态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其基本特点没变，其国教的性质也没变。

可以说，在满清覆灭之前，它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宗教。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就晚得多了，时当殷周之际。 

  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殷周之际中国文化发生过一场巨大变革，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那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我

则以为，它首先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人文主义运动，然后才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

终于发现并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 “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至于夏、殷两代的废替，

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原来，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摒弃

天命，注重人事，显然是对传统宗教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 

  不过，在这同时，文化精英们又巧妙地将这些人文主义成果纳入宗教的体系之中。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

辅”，主张“以德配天”。在这里，天仍然是人格神，只不过能够根据人的德行扬善罚恶而已。另外，周公还制定了

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用人文主义成果来强化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一切都意味着宗教改革。  

 

[1] 牟钟鉴：《走近中国精神》第243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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