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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 

郭齐勇、杨祖汉主席 

吴根友、周博裕执行长： 

    收到了会议主办单位寄来的邀请函，谢谢。来函将我的名字也列入筹备委员会“顾问”之中，实不敢当！ 

    我因身体情况欠佳，不能出席此次会议，请原谅。 

    关于新儒学研究，我有一点看法，愿意提出来与各位学者共同研讨： 

    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从“五四”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以甲申

（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

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我建

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

陆新儒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展对大陆新儒学的研究，我认为至少要关注以下问题： 

    一，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关系。蒋庆早就将儒学的现代发展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为“传播反哺期”，即

港台新儒家“将儒家思想传播于海外，反哺于国内”的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说，大陆新儒学的出现，正是港台新儒家

进行“反哺”的结果。《新原道》第一辑（《原道》第八辑）“编后”说：“港台新儒学是《新原道》同人从正面走

近传统的接引者。最近与其代表者《鹅湖》杂志建立起了学术上的合作关系，乃是一件十分叫人兴奋的事。”这里不

但坦言了大陆新儒学的思想来源，而且还表达了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合作的意愿。然而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毕竟还有其不同于港台新儒学的特点，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它至少有两点“新发展”：其一是从“心性儒

学”走向“政治儒学”；其二是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二者都表现为从精神学理层面向实践操作层面、

从个人修养领域向公共生活领域的大力推进，力图积极实现儒学转化政治、转化现实社会的功能。 

    二，大陆新儒学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对于有异于港台新儒家的‘大陆新儒

家’来说，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解决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关系到大陆新儒学能否在中国大陆生存、

发展的关键问题。蒋庆十六年前就明确主张：“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在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

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康晓光最近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一文中也提出了

“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的主张，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公开挑战的态度。也有一些大陆新儒

家学者比较认同杜维明的“马列、西化和儒家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的观点。他们虽然以“体制

外”力量自居，但是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以尽量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抗，而更多地是采取

打擦边球的策略。能否在认同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宪法要求）的前提下来发展儒学是对后者的一个考验。 

    三，大陆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蒋庆一直批评中国近代以来走上了一条“以夷变夏”的西化道路，认为其结

果是“国”保了、“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康晓光也认为在中国，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

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他们都对自由主义西化派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自由主义派学者也频频抨击大陆新儒家的文化保

守主义主张和作为，这两派之间可以说一直争论不断。但在去年的读经之争中，有一些“中道自由主义者”秉持哈耶

克重视传统价值的理念，对大陆新儒家发动的读经运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大陆新儒家立即抓住了这一牵手的契

机，去年12月《原道》十周年座谈会即以“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视域中的儒

学”为题。陈明自称“我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需要携手并行，并育不相

害”。也就是说，在这两派之间除了对立和紧张之外，也有相互融通、联合、一致的一面。 

    四，大陆新儒家组成团队集体出场的政治文化背景。 



    五，大陆新儒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设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六，大陆新儒家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公开打出“大陆新儒学”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举办学术会议，出

版著作和《原道》辑刊，创办标榜“儒家立场、儒学理念、儒教事业”的《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推行读经运动，酝

酿组织儒教团体等等。他们很认同杜维明讲的“一定要储备社会资本，重视杂志、报刊、学术论坛这些不能量化的东

西”的观点，目前主要就是在做“储备社会资本”的工作。其影响虽然没有他们自己估计的那么大，但已是当今中国

思想文化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陆新儒学虽然是一新生事物，目前还缺乏成熟的表现和厚重的学术成

果，但它已是一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并已表现出现代新儒学运动之新阶段的若干特征，特别是它不满足于道德文化

建设的功能，而是力图改变中国现实发展道路（“以夏变夷”）的鲜明政治主张，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而成为一

重要研究对象。新儒学研究也不能不适应这一客观进程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能注意到现

代新儒学发展史和研究史中的这一重要转折而开始重视这一新的研究课题。 

    祝会议圆满成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方克立 

                                                 200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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