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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克己为公，重责任义务的精神 

  克己奉公，重责任义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儒学对此精神的养成影响甚大。孔子 

提出克己私以复礼的思想，并指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即所谓天公地

道。天道无私，用之于人道，也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程颢加以发挥，提出“君子之

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程颐强调“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肯定公的价值，主张去私心以公治天下。儒家提倡的

这种克己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国家民众的前途命运和民族利益置于首位，主张克己私为大众服务，以个人

利益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孔子儒家历来重视个人对家庭、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义

务，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中，提倡“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修己的同时，注重入世，讲修齐治平、经世致

用、实事实功，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学说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从而以对社会、国家贡献的大小，来衡量

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两千多年来，儒家的这种人生价值观，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实践。在个人与社会关

系问题上，儒家注重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重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义务和贡献，轻个人对社会的索取。这使得中

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历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层出不穷，涌现出无数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民族英雄和精

英。这是振兴中华的可靠保证。 

  6、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控制感性的精神 

  中华民族历来以理智克让，讲原则，重信义著称于世。儒家的理性主义哲学对此精神 

的养成影响很大。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长期发展而不因乱世所中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道德理性终究

能够主导感性欲望。超越感性直观，使整个社会在一个有序的、理性世界的指导下正常运转，避免因感性欲望的过度

泛滥而造成社会生活失序。这加强了中华民族重理性，重内在自觉，节制感性欲望的自律精神，以此排除宗教的干扰

和感性的影响（亦不离感性），形成了与西方民族不同的特点。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既要

充分、合理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和感性欲望，更应把理性置于优先于感性欲望的位置，这正是一个民族延续和

发展的基本准则。 

  7、持中通变，改革日新的精神 

  随时应变以时中，改革日新，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及特点之一。儒学持 

中通变的思想及改革变通的观念对这一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易学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以中为贵，这是从爻位的

“时中说”引申而来的，即以中为正，主张应时而行中道；同时主张变通，不因循守旧，“随时而变，在中而已”，

以中作为变通的尺度。这种思想既主张变通、变革，又不走极端、盲目妄动。这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此外，儒学强

调变化、发展、日新，主张“与时偕行”、因革损益、除旧维新，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这使得中国社会及文化

持续发展，在近代以前均居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由于封建统治者顽固守旧，背弃了儒学的这一精神，致使近代以

来，中国落后挨打，教训极为深刻。当今惟有发扬改革日新的精神，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跻身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

列。 

  8、和谐精神 

  和谐精神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提倡“和为贵”（《论语·学 

而》）。《周易》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尽管人与自然相比，人的地位更为重要，但儒学不把

自然看作异己力量，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倡“天人合一”，“万物与吾一体”之说。这

与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对立的观念确有不同。故中国文化十分重视和谐局面的保持。求大

同存小异，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思维原则。发扬此种精神，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也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

和社会稳定。今天，求同存异原则已发展为“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对与己不同者也抱着尊敬的态度，以此对待不



同文明，谋求世界多元文化彼此和谐共存，共同发展。 

  以上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而自“五四”以来

的自由主义的西化论者则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民族文化，归咎于儒学，动辄加以全盘否定。这不仅涣散

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使自己成为一无挂搭，毫无根基的文化“异乡人”。须知一个抛弃了本民族文化

传统的人，很难对外来文化，那怕是先进的外来文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实事求是的诠释，更谈不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和

实际去学习和融会贯通。 

二、儒学与现代社会 

  包括儒学在内的任何思想文化既然是时代的产物，就必须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是让社会的发展去

适应某种思想。由此观点出发来看待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便可得出：儒学中凡有利于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因

素，就应继承发扬和综合创新；凡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因素，就应批判和抛弃。儒学在当代社会及当代新文化中

的位置，取决于儒学自身的价值，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满足现代化及现代社会的需要；以及人们对它进行现代审视、

反思和诠释，如何去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 

  1、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 

  ⑴封建等级观念与民主精神的冲突 

  ⑵轻自然、斥技艺的观念与科学思想的冲突 

  ⑶重道德轻利益的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有不相适宜之处 

  ⑷重农轻商与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冲突 

  ⑸人治传统与法制建设的矛盾 

  ⑹家族本位与个性自由的冲突 

  ⑺崇古倾向与开拓精神的冲突 

  ⑻顺从、求同观念与独立、竞争意识的矛盾 

  ⑼冥思内修与建功立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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