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联概览 > 学术资讯 > 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大会

儒家礼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重建(提要) 

(2005-6-29 14:09:40)

作者：张新民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德治理想，主张通过教化的方式治理天下。以礼乐人伦或仁义教化开出文化秩序，更是儒

生共同期许的理想事业。教化的客观工具主要是礼乐，于是历代王朝无不将治礼作乐作为政治大事，民情风教亦成为

儒生为政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灿烂的以礼乐为主的典章制度文化，建构了颇能显现民族精神特点的交往性生活世

界与人文天地，不仅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礼义文明之邦，而且也让全体国人以最讲礼的民族享誉于世界。儒家在历史上

的文明成就，最主要的就是典章文物制度，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不绝并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量，“礼治”化解暴

力、体现仁义、实现王道的作用也实在不能低估。“礼治”思想及内涵在其中的“中和”精神代表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与政治原则，也为人类重新寻找适宜的和合共生之道提供了历史依据与经验基础。 

  “礼治”的基本预设是普遍的人性，同时又兼顾具有现实合理性的特殊等级身份。它既要通过礼乐教化提升人的

生命或维护人的尊严，使人能在人文化成的天地中安立生命，又要以人事仪则的规范方式保持社会运作必不可少的等

级结构与秩序机制，使人类始终沿着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作为最高政治理想范式的“礼治”，它的具体落实一方面

要依据“中和”精神来架构社会秩序，使“礼”能普遍恰当地契合人文实践活动中的各种认同群体（“礼之用,和为

贵”），一方面也要按照内在人性及相应的亲疏厚薄情感来随时调整社会秩序，避免“礼”的异化或虚假化、非人性

化、非人文化（“礼之用，时为大”）。前者是一种活生生的动态的建构行为，代表了儒家的责任伦理意识，后者则

是一种有损有益的制度性批判改造方法，显示了儒家的解构智慧。 

  社会文明的累积发展与礼义习惯的养成、遵循、扩大、涵化密切相关，经过理性反省自觉建构的制度化礼义架构

更能成为文明发展程度的试金石。近代以来，礼治思想影响的式微消隐，一方面造成了社会文化心理失范的深刻潜在

危机，一方面也为创造性地重建符合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新型人伦规范提供了契机。从“仁”与“礼”的动态

性结构关系看，“仁”如果离开了“礼”，便会悬空飘荡，无处挂搭；“礼”如果缺乏了“仁”，更容易徒具虚文，

僵硬虚假。“仁”需要通过“礼”来实现自己，完成自己，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共存性精神实在；“礼”也需要透

过“仁”来温润自己，升华自己，成为人格化的生命行动方式。因此，如同“仁”蕴涵人性本善、人性平等及普遍性

道德尊严等概念，从而提供了引进人权观念的空间，适足以进行创造性转化一样，“礼”作为心理—行为结构与制度

－文化结构，也可以人性化的方式使“天下归仁”——实现“仁”所蕴涵着的一切价值（包括平等、和谐等），更有

必要重新从事创造性的建构。由于“仁”的开显与落实不能离开“礼”的积累和发展，所以创造性地建构“礼”，恢

复礼文化的活泼生机，也可以说便是创造性地转化“仁”，使“仁”的价值在制度化的架构中更好地落实。二者的终

极性目的诉求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和谐、健康、完善与福祉。 

  依据传统的启示，我们若要开创新的文化生命与社会秩序，重建充满意义与价值的“礼乐社会”或“礼乐文

明”，就必须以“合理”“合情”为预设前提。所谓“合理”乃是指合伦理性（道德理性）与合目的性，要接受理性

形式的指导而非违背理性形式的指导，而理性形式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人。易言之，“礼”的功能的发挥必须以普

遍的道德理法为支援，必须植根于人的本心和本性，不能脱离人的内在良知或道德理性。同时还有必要重视或凸显人

的相互主体性，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不可化约的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旨在建立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并能维护

一切人的尊严的“目的王国”。所谓“合情”则是指合乎精神情感或道德情感的需要，亦即必须基于人性及相应的情

感而非违背人性及相应的情感。情感源于人性而向外发用，必须以“礼”为节文而使其合乎人人认同的规范，必须以

“礼”为通道而使其得到人文化的安排。反之，“礼”的外在形式也必须以人的真生命、真性情为具体内容，才能净

化人的心灵与情感，维护人的尊严和庄重，充实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完善社会群体的结构与秩序。礼治一旦退堕

为人治，遭到权力意志的操纵或蹂躏，就要调动文化内涵的各种对治力量，对其进行重构性的消解。 

  要之，如何依据礼义文化机制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避免因礼义失范导致的精神萎靡与价值虚无，重新恢复生

活、家庭、社会、文化、体制应有的人性化、人文化特征，乃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值得我们



认真探讨、反省、实践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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