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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儒学的发展（提 要）(钱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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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儒学的发展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保持儒学文化的主体性。经济发的不可抗拒的趋势是全球化，文化发展的规律则是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当前的

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要坚持儒学与传统文化的文化本位，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

侵略。 

[2]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儒学与传统文化要与时俱进，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发展和改变自己。当前儒学

与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变革。要认识这种变革，把主要精力放到对现实社会的需求和儒学在新时代的新发

展的研究上来。 

[3]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中国已经成为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儒学和传统文化应该

也可以对人类文明发展作更大的贡献。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自觉地担当起这个责任。要关注和研究全球性的共同

问题；要研究、了解其它文明，吸取他人之长；要加强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交流。 

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核心的问题是研究和认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儒学和传统文化发展到新的阶

段。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下，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面临着三各方面的问

题。 

[1]保持儒学文化的主体性。 

文化发展中也也存在全球化的趋势。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不同文化在发展中既相互碰撞、相互冲突，也在相互

交流中相互吸取，向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从长远的历史过程看，后一种趋势是主要的。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和信息

交流全球化的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加强。就文化的时代性而言，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其共同的时

代性，反映时代要求的文化因素有全球化的趋势。比如，大家都承认，民主与科学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普遍的价值，

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主和科学也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科技领域与国际

接轨，也要求在文化上有相应的改革和发展。只有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吸取它民族的先进成果，与世界接轨，才能

永葆民族文化的青春。总之，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是存在的，看不到这一趋势，自我封闭，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 

然而，文化发展还有其另一面。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它的民族性。各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是使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

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没有了民族文化，也就没有了民族的独立存在。同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丰富了人

类文明，是人类文化所以如此丰富多彩的源泉和基础。因此，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经济发展中的全球化趋势有

很大的不同。它不能通过一种文化取代其它文化的形式来实现，而只能在充分发挥各民族文化的优长的基础上，通过

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交流、融合来逐步实现；全球化的共同的、普遍的价值，也要通过不同的民族形式来体现。全球

化的文化存在于多元的民族文化之中，通过多样性而表现。民族文化的融合要以承认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充分尊重各

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前提；而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只有努力吸取各民族先进文化，使自己融入时代潮流中才能实现。为



了建立统一的全球文化而要保护和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为了全球化而要提倡民族主体性，这就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

尤其在当今，面对跨国公司、发达国家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推行文化殖民政策的情况，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对

世界而言，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民族独立地位的重要条件。对国内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而言，这是中国特色之所

在。而对祖国的统一来说，这是维系两岸同胞的联系，实现统一大业的思想基础。现在一些主张台独的人，竭力宣扬

所谓本土化，就是处心积虑地要挖掉中华文化这一民族和国家统一的基础。否定了中华文化，也就使中华民族的存在

失去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从而也使中国的统一失去了思想基础。 

[2]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 

文化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时期，往往也伴随着文化

的变革。当前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其广泛和深刻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宋代理

学创始人所面对的，只是不同文化思想的挑战，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都没有大的变革；而且释、道思想与儒学

本质上也属于同一个历史时代。近代以来，问题的性质有了不同。一方面，中国社会本身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另一方

面，我们所面对的西方文化思想，不仅从民族性上说是异质文化，而且在时代性上说也是属于不同时代的先进的文

化。而当前的问题又大大不同于几十年前。如果说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这几十年间主要的问题是围绕着中西文化冲突

和政治制度变革的话，现在的问题则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市场经济与儒学传统的冲突，首先表现于基本价值观念的不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是对利益的追求和竞争。面对竞

争，人们问：“竞争你死我活，体育竞赛冠军只有一个，如何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职竞争需要的是表现

自己，争取别人的了解，推销自己，而不是谦虚；谦虚只能导致竞争的失败。”“竞争激烈，不得不作假，老实就会

吃亏”等等，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追求，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冲突，是儒学适应市

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其作用的关键问题之一。 

事实上，市场竞争原则与推己及人原则并非水火不相容。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唯

一原则。我们的社会生活有广阔的领域；在经济领域之外，家庭、邻里、社区、以及各种公共生活领域里，人们之间

关系的基本原则不是竞争，而是互敬、互爱、互助，需要的正是推己及人的原则和精神。就是在经济和竞技体育及其

它竞争中，也需要有推己及人的精神。竞争要正常进行，它本身也需要道德的制约，不能不择手段，不守规则。经济

竞争中造假欺诈，种种不正当竞争手段；体育竞赛中吹黑哨、踢假球，故意伤人，甚至雇用打手伤害竞争对手；学术

领域剽窃作假，垄断数据，甚至将图书馆的公共数据窃为已有等等，背离公平竞争规则的事层出不穷。如此种种，都

破坏了竞争的正常进行。要克服此等现象，保证竞争的公平进行，正是需要提倡推己及人的精神。所以，推己及人不

仅可以与竞争并行不悖，而且还是保证竞争公平进行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竞争不仅没有否定推己及人原则的意

义，而且正是因为竞争激烈而更需要推己及人的精神。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不正常现象，其产生的原因之一，正是在

于人们对竞争原则的认识出现偏差，把竞争看成是绝对的、唯一的。当然，对推己及人的原则也要有正确的理解，要

与市场经济和竞争的具体环境相结合，做出新的具体的解释，而不是简单地理解成因此就不争冠军。 

传统的以义制利的原则也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发展。对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应该肯定，

以义制利的原则仍然是基本原则：任何一个社会下，对私利的追求都不能不受道德的制约。认为以义制利的原则不适

用与市场经济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最近美国大公司接连曝出会计丑闻，根本问题正在于对私利的贪婪追求失去了道

德的制约。《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在20世纪90年代，贪婪成为社会特征，没有力量可以克服贪婪，会计公司

可以为了咨询费而做假帐，律师可以为了拉到公司业务而搞伪证，董事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股东的死活。……

安然公司、全球有线通信公司、安达信公司、蒂科国际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只是一些比较明显的例子，说明公司道德

准则已经丧失殆尽。”[1]乔治敦大学商业论理研究所所长乔治·布兰克特说，“大家需要从投资中获利，但必须考

虑道德因素和社会责任这个更大的前提。”[2]美国大公司的腐败，正说明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以义制利原则的不可

丢。 

[1]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6月28日 

[2]  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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