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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创造性转化与综合创新 

  创造性转化与综合创新应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⑴发扬儒学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它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亦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生命源泉。中华民族和中 

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学，它包括人文主义精神、华夏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献身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

神，崇尚气节、讲求操守的精神，克己为公、重责任义务的精神，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控制感性的精神，持中通变，

改革日新的精神，以及和谐精神等等。这些受儒学培育和影响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无疑在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

占有重要位置，而需要努力弘扬。 

  ⑵使儒学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文化因素 

  发掘儒学中的人本、富民、厚生利民、廉洁、日新、省费节用、和谐等积极因素，大 

力促进市场经济分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实现整个社会包括文化的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克服西方

工业化带来的毛病，使中国的现代化与优秀的人文主义相结合。同时以儒学的智慧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人际关系紧

张、生态环境破坏等弊病，达到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⑶吸取儒学中“生民之道，以教为本”和政事“以教学为先务”的重视教育的合理思 

想，摒弃其斥技艺的流弊，为普及和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服务 

  传统儒学对教育十分重视，孔子首创“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限，提倡“有教无类”，其教学实践和教

育思想为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当前在全民族范围组织教育科学文化

的普及和提高过程中，应注意吸取儒学中重视教育的合理成分，以推动当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

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⑷对儒学的价值观进行时代的改造，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儒学价值观的特点是重义轻利、尊公轻私、存理去欲、立德立功、奉献社会。对此， 

既要吸取其积极因素，以重义、尊公的观念和道德自律、重理性自觉来反对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欺诈蒙骗、放纵物

欲的行为；又要纠正其相对轻视物质利益和压抑个性的消极因素。从而树立起义利统一、公私结合的新观念，为实现

社会公共和个人利益，发挥道德调节应有的作用。同时调动人民群众个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

展。 

  ⑸使儒学与科学、民主、法制等现代文化内涵结合起来 

  从本质上讲，儒学与发展科技、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没有根本的矛盾，只是由于时代 

的差距，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儒学中一向有强烈的伦理意识和人文精神，其自强、诚信、和谐、互助、恻隐、

忠恕、人道、以天下为己任等，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使之与科学、民主、法制有

机地结合，而不应互相排斥和互相脱节，但须剔除儒学中的封建主义因素。 

  ⑹使儒学与西方文化相兼互补 

  大力引进和吸取西方先进文化，使之改造和补充传统儒学。在这个过程，使西方的自 

由、平等、公平、进取、竞争、效率、开放、个性解放、个性全面发展等精神和意识经过改造，成为中国当代新文化

的重要内涵，使之与儒学中的合理成分相兼互补。同时摒弃中、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是中国文化在扬弃传统的过程中

走向现代并不断发展。 

  以上可见，儒学中既有与现代化发生冲突的地方，亦有经过改造，可吸取借鉴的成分。因此，应客观、正确地对

待儒学，立足现实，转化传统，为现代化事业服务。 



  3、新时期承传发扬儒学的途径 

  新时期承传发扬儒学之途径应包括以下内容： 

  ⑴发展科技与儒学人文精神相结合 

  面临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挑战，既要跟踪世界最新科技成果，赶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又要避免单纯科技化带来

的弊端，把发展科技与儒学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节，提倡科技以人为本，这无疑具有光明的前景。 

  ⑵弘扬儒学精神与参与文明对话并举 

  已经到来的21世纪，人类社会仍将面临着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应妥善解决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弘扬儒学精神

与参与文明对话结合起来，积极探讨文明之间交流与融合的途径，提倡世界文明多元而又互补，求同存异，和平相

处，共同发展。 

  ⑶重建伦理与推进民主、以法治国相结合 

  即使在当今社会，儒家提倡的道德自律和德治也有它的的合理因素和存在的价值，可以防止一旦法律管束不严或

管束不到，而产生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在新世纪弘扬儒学、重建伦理的过程中，应将其与推进民主、以法治国相结

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⑷发展经济与儒家环保理念相结合 

  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和环保、爱物思想给今天的人类提供了一种生态哲学的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

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 

  ⑸理论创新与儒学的普及推广相结合 

  在加强儒学理论创新的同时，还应把儒学的普及推广与之结合起来，实现儒学的大众 

化、世俗化，广泛关注社会和人生，使之成为社会各阶层人生的重要指导。从某种意义上讲，优秀儒学文化能否普及

大众、深入人心，关系到儒学文化的兴衰及其未来发展前途。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以上对儒学精神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作了探讨，目的是为了结合新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掘儒学中恒常的、

有价值的人文精神，研讨其如何承传发扬之道，并赋予其新时代的意义而使之“返本开新”，俾能对新世纪人类社会

的发展，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2003-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