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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人生、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哲学基础。 

  第四，对社会的伦理分析。在儒家看来，人是处于人伦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他的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的社会的

责任与义务以及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因此而得以界定。 

  第五，强调政治统治的道德基础和对人民的道德教养，这是儒家政治信念的基本特征。 

  第六，重视社群的功能。儒家相信家庭、家族是一个人成长最为关键的场所，它理应照顾其内部成员的需要，同

时它也要求其成员必须全身心地去为它的存在、延续和发展做自己的贡献。 

  3、儒学的当代转化需要一种理性的意识与心态 

  最后，对于致力于儒学的当代转化与复兴的学者来讲，我认为，保持适度的理性，自觉培养以下几种意识与心态

是十分必要的： 

  一是，对于自身应承担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的责任，应具备一种自我批判的反省意识与心态。 

  二是，对于当今世界的价值与信仰的多元事实，应采取一种勇于承认而积极对话的开放意识与心态，因为儒学从

来就不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你不能期望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同儒家的价值理念，更不能因他人不能理所当然

地认同就急于立儒教为国教而强迫其就范。 

  三是，如果说儒学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学问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是既源于生活而又要回归生活的，因此，

回归现实生活的尘世意识与心态也是儒者应该或必须具备的，尽管儒学的玄理化在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四是，在今日中国急剧变革的时代，儒者还应具备参与变革的行动意识与心态，因为儒者从来就不缺乏关切民

生、改良政治的淑世情怀。 

  五是，在偏执的信徒与无操守的虚无党之间，致力于儒学创新或儒学复兴的儒家学者应具备一种重新定位的卫道

护教意识与心态，在一个价值与信仰的多元世界里，以平和的心态，坚持对话的方式，才是实现儒学在当代的良性转

化的坦途。 

  总之，儒学就活在我们的理解与阐释当中，儒家的根本教义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实践，一种教养；儒学不

是僵化的死物，而是在与时偕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转化；儒家也不是救世主的代名词，而是必须在行动中来证成自

我存在的价值。 

  （作者简介：林存光，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昌平 1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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