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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05年以后，儒学的倡导者们显得更为务实。他们着眼于商业性项目，把“拯救儒学文化”的焦虑，演变成

了“如何用儒学牟利”的焦虑。  

  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蒋庆先生要求通过组织化的“中国儒教协会”，推行“十个方面的内

容”，最终完成“中国儒教的全面复兴”，比如“儒教的组织形态”要求建立儒教底层组织：“儒教的传播形态”要

求建立独立的儒教传媒等等。  

  其中“儒教的财产形态”这个方面，蒋庆认为，历代与儒教有关的建筑，如书院，文庙，孔庙，圣贤祠庙、地

产、故居、坟茔、遗稿、遗物等各种文物，以及历代古圣王陵墓、历代帝王祠庙与文昌阁、城隍庙等均归“中国儒教

协会”所有、管理与经营。同时国家应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赢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

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旅游活动、以招商为目的的节庆活动、以儒教内容为题材

的赢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须向儒教交税。”  

  按照蒋庆先生对儒学的一片赤诚之心，我相信这样的主张并非他的游戏之作。事实上，有媒体向蒋先生质询此事

时，他依然表现得非常诚恳。正是这份诚恳，让蒋先生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纯洁的“儒教圣处女”，在大众文化的舞台

上，极其认真地摆出了一个经典的造型。  

  从儒学思想与商业文化的关系上来看，蒋庆先生的主张，尚且留存着一些站在社会等级顶层的先辈大儒，藐视

“重利轻义”的商业行为，重建“万国来朝”的传统朝贡体系的意味。而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新晋信孚国学

院院长的陈明先生，就露出了些“君子喜于言利”的姿态来。  

  有媒体透露，陈明宣称，他正在忙于整合海南省的人文资源，帮助某旅游集团策划一个儒学主题公园。而这个公

园未来的部分赢利将成为儒学论坛的经济支持。  

  尽管许多人出于种种目的津津乐道“儒商”一类的词汇。但对儒学稍有认识就可以发现，在古代，儒学构筑了一

个严密的伦理等级体系，这个体系要求将底层民众尽可能紧密地束缚在一地以保持内部的和谐。  

  商业带来的人口流动、道德衰败以及新的阶层上升通道，会给这个体系带来致命的打击。因此，古代中国的儒家

大师始终把商业性的“末富”视为引发社会不安定，导致儒学伦理体系崩塌的重要因素。  

  陈明先生将儒学发展的希望，与“末富”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儒家传统的“君子唯于义，小人唯于利”思想，进

行了一次飞跃式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明的牟利手段，较蒋庆先生却又等而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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