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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大潮中获得再生并走向现代。1937年沈有鼎在《中国哲学今后的开展》，1941年贺麟在《儒家思想之开展》，

1948年牟宗三在《鹅湖书院缘起》中，都强调中国进入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应该由民族文化复兴为先

导，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命运与民族文化的命运血脉相连，息息相关。他们认为如果中华民族不

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汉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他

们期望“儒学第三期”的出现，上接宋明儒学的血脉，对儒学作创造性的诠释，或者会通儒学与西学，使古典儒学向

现代思想学术形态转换。以熊十力、贺麟、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新心学，以冯友兰、金岳霖等为代表的新理学，是儒学

获得现代性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外，王新命、何炳松等10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1月10

日)，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张申府、张岱年等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及综合创造论，都体现了“后五

四建设心态”，都有利于儒学的学术研究之开展。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第四阶段  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序言中指出：20世纪中国以1949年为分水

岭，在前半个世纪与后半个世纪，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命运截然不同。1949年以前，无论是反对或同情儒家的

知识分子大部分曾是儒家文化的参与者，他们的生活经验中渗透了儒家价值；即使是激进的反传统者，他们并没有权

力可以禁止不同的或相反的观点，故批判儒学或复兴儒学之争可以并存甚至互相影响。1949年以后，儒家的中心价值

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已退居边缘，知识分子无论对儒学抱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已失去作为参与者的机会了，儒学和

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成为陷于困境的“游魂”。 

    就实际状况而言，这一阶段的儒学研究或者儒家思想之开展，比余英时分析的还要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分化现

象：大陆出现批判儒学的新趋向，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以批判性研究为主，除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等少数学人

外，像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新理学与新心学的代表人物，都经过思想改造、脱胎换骨之后批判自己的学说，即使

写研究孔子、儒学的文章，也离不开批判的框框。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儒学研究，多以“苏联哲学”为范式，进行

“唯心”或“唯物”的二分式排列，批判与解构儒学成为当时的风潮。70年代中期出现群众性的批孔批儒运动，真正

的学术研究根本无法进行。儒学已经边缘化了。在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社群中，儒学却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移居港

台、海外的学者，如张君劢、钱穆、陈荣捷、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继续以弘扬儒家人文精神为已

任，立足于学术界、教育界开拓儒学精神的新方向，成就了不少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 

    7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为第五阶段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争，“文化

热”的出现，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与香港、台湾地区经济腾飞所产生的影响，东亚现代化模式的兴起，全球

化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多元格局，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生态平衡，以及“文化中国”等等课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孔

子、儒学研究逐渐复苏，重评孔子、儒学的论文、论著陆续出版，有关孔子、儒学、中国文化的学术会议频繁举行，

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国文化书院、孔子研究院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历代

儒家著作及其注解、白话文翻译、解读本的大量出版，有关儒家的人物评传、思想研究、专题研究以及儒学与道、

释、西方哲学及宗教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还有分门别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也将儒学纳入

其中作专门研究，如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伦理思想，儒家美学思想。儒家史学思想，儒家政治思想，儒家教育思想、

儒家宗教思想、儒家科学思想、儒家管理思想等等。专门史的研究也涉及儒学，如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

国教育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等，一旦抽掉孔了、儒家与儒学，就会显得十分单薄。此外，原来处于边缘化的港

台、海外新儒家，乘改革开放的机遇，或者进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或者将其思想、学说传入大陆，至90年代，出现

当代新儒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重新论辩、对话与互动的格局，有关“儒学第三期”、“儒学第四期”的展望，

儒学在国际思想界再度引起重视，说明儒学的确在展示着其“一阳来复”的态势。 

    纵观百年儒学的历程，不论在哪一个阶段，不论是儒家思想之新开展，或者是有关儒学的学术研究，都积有丰富



的思想资源或文献资料，已经到了对百年儒学进行系统研究、全面总结的时候了。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我们组织编

纂《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就是为了完成这一学术使命。 

   《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大系》是孔子研究院成立后确定的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现已列入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大系》的编纂与出版，实为孔子、儒学研究的一大盛事，必将对21世纪的儒学研究起到积极而又深远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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