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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儒学（经常用新儒学一词）力量薄弱，以梁漱溟、熊十力（1885-1968）和钱穆（1895-

1990）等人为代表，试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上重振儒学，维护孔子和儒学的尊严。与其它运动相比，现代儒学即

坚持儒学的本质，又坚持采用西方主义。虽然这是一支不合当时潮流的力量，但是儒家伦理的改造得以付诸实践，尤

其是梁漱溟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他想在农村重建传统伦理，以便挽救中国文化并寻找发展的出路。整个二十世纪，

以牟宗三（1909-1995）、唐君毅（1909-1978）、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坚持提倡用儒家的人际关系来纠正物质文化

的缺陷。 

3．儒家伦理的得失 

从上述儒家伦理的演变中，我们可以了解五四运动所起的作用。在1911年推翻清王朝以前，正统的士大夫设想西方人

只是在科学、机器、枪炮和海战方面强于中国，中国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社会政治制度赶上西方。因此，他

们坚持儒家的伦理秩序。其著名的口号就是由张之洞（1837-1909）在1898年维新之前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西方的科学只不过是应用于服务，因为她只适合中国的技术和商业等物质领域。 

此外，严复在他的著作中成功地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儒道结合起来加以解释[3]。他认为道家是一种自然的进化，这

与达尔文主义有联系，而儒家是一种社会实践，有助于实现社会达尔文主义。  

然而，自1915新文化运动以打破偶像和崇尚个人主义为旗，所有的儒家教条均受到了抨击。新思想强调的是尊重人民

和现在，而不是君主。在多数知识分子看来，儒家从任何方面考虑都成了向科学转型的阻力。 

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陈独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用科学和民主的方法来进行伦理革命[1]。他对儒家提出质疑是伦理革

命的一大进步[2]。如果应当尊重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反对儒家伦理。民主、科学和自由来自西方，被认为是五四运

动的精神，与所有的儒家伦理不能兼容。 

但事实上，80多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继续在探求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否适合中国。自然科学，西方民主和个人自由其

实都有其局限性，她们不能取代中国的伦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关心中国自身与外界的平衡。即使今

天我们仍必须考虑全球化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盲目进行，因为没有一种发展是没有文化特性的，

况且发展本身是需要伦理的。 尽管儒家伦理发展到今天正渐趋消失，但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新的个人以及社会的

伦理仍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实际上，中国从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必要来接受西方的一切思想。

这并不是中国人缺乏理解力，而是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上的根本不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经历了五四反传统运动

之后新儒学能够重新崛起[3]，这就是儒学的得。 

总之，五四运动摧毁了旧的社会规范，但没有确立起新的社会规范，这是儒家文化之失。从此，儒学内在的变革抱有

在坚持伦理道德的同时理解西方的宽容态度，新儒学是在不再排斥西方思想的基础上日趋完善的。  

二、中国农民的思想方法和乡约运动 

  

1．中国农民的传统思想方法 

农民的思想方法主要来自其传统和地区的遗产，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就好比斯宾诺萨在其著名的伦

理中所用的身体变化的比喻[1]。 

中国农民的传统思想方法具有如下几个共同的特征： 

4．庭在任何时候都是农民生活的中心，也是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后代的创造成为农民家庭延续的重要任

务。 

5．血缘和亲缘在乡村决定相互关系的远近。血缘强调的是对自己祖先的崇拜。 

6．婚姻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但由于伦理之故，妇女在家庭的地位低于男子。 



第四，远亲不如近邻，因此必须与邻居相互帮助、和谐生活[2]。这个特点构成了乡约运动的基础。 

  

2．历史上的乡约运动 

农民的思想方法与儒家伦理有紧密的联系，这归功于乡约运动，也因此形成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直至朱熹，儒家伦理强调的是统治者的品德，要求他们以自身的美德来治理国家。王阳明（1472-1529）以来，由统

治者的品德开始扩展到民间的社会秩序。儒家伦理在乡村共同体得到较好地遵守，并在农民家庭中得到增强。 

乡约运动产生于宋朝（960-1276），由儒生吕和叔在陕西发起，旨在实现村民之间的互助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吕氏

相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当时政府并没有干预乡约运动。后来明朝嘉靖年间有湛洛水

在广东推行的《沙堤乡约》（1544年）[3]，王阳明在江西推行的《赣南乡约》，均在民间致力于《乡约六谕》

（1370年）的推广，包括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其中，孝敬父母是仁、

尊敬长上是义、和睦乡里是礼、教训子孙是智、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是信，仁义礼智信俱载[4]。 

王阳明推行乡约的出发点是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有些道德感。乡约是根据地缘和血缘，结合孝和悌而形成的。她的核心

是互助共荣，本质上是用儒家伦理来守住家庭和乡村社会的秩序、实现和谐和繁荣的理想社会。 

乡约运动在清朝得到广泛的开展。六条圣谕在清王朝初就得以实行，接着是康熙大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1670

年）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在乡村付诸实施[5]，仍以孝惕为核心，这使农民形成了直接与儒家伦理相联系的思想方

法。因此，乡约运动先是由儒学家宣传发起的，然后又由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思想方法在

传统的伦理上得到强化，由此组成乡村的秩序。 

在20世纪以前，中国精英未曾直接并公开地攻击过乡村的传统。那时由农民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道路还没有关

闭，士与农这两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阶层仍有着密切的联系。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农民割断了成为官绅的道路。

与此同时，精英人士开始轻视农民，倾向于同商人、同本国或外国的企业家建立联系。中国农民因此在文人眼里成为

一个被动的、无能的、蔑视的阶层而与其它阶层相区别[6]。农民的作用被大多数中国精英所忽视。 

3．20世纪初的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省邹平开展。该运动是为寻找自救的道路、也为重建文化秩序而由少数知识分子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发起的。 

梁漱溟是运动的倡导者，内容有建立乡村学校和乡村组织，在农民当中组建非政府组织，讲解乡约。他试图把分散的

农民联合起来，解决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以便以儒家伦理为依据重建社会秩序。 

乡村运动的背景有两方面。首先是自救的必要性，因为农村面临内在的和外在的危机，包括经济的和精神的危机。外

国商品泛滥，其中包括毒品，不仅危害到农村原有的生产方式，而且危害到农民的精神领域。譬如，在乡村越是贫困

者吸毒越是严重。所以，这是一场危害社会的国家危机。 

第二是在农村发动自救运动的可能性，因为城市正在逐渐丧失传统文化，而农村相对还保留着传统文化。传统和现代

之间的张力在乡村表现得相对缓和。中国是一个伦理和情谊的社会，在农村还能看到这两者的存在，从而使农村区别

于城市，因为在城市这两者均已消失殆尽[1]。 

更深的意义是梁看到的是一种对文化秩序的危害。所以，最急迫的是重建文化秩序。他号召知识分子应该同农民建立

联系，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农民是一支人数最多的力量。因此，乡村建设不仅包括经济建设，还包括文化建设。 

与农村相反，大城市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她们充当的是中国和洋人的中间商和投机商。这是一种不可信任的

文明，因为她与传统伦理所强调的诚信背道而驰。可惜，由于1937年日本的侵入，乡村建设运动中断，农民成为抗日

战争的主力军。乡村建设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4．1949年以来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渴望和平。集体化唤醒了他们古老的思想观念，如均等和互助，都是乡约运动所提倡的。在这个

期间，一千万干部类似过去的儒学者协助农民加入合作社，共产主义的蓝图如同孔子所描述的和谐而富足的大同社会

[2]。这是为什幺合作化运动在乡村发展如此之快。 

但是，农业集体化化运动与古代的乡约运动和近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具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旨在打破所有的传统，而乡

约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则是要重建传统文化。集体化运动促使农民寻找自强，通过解放农村劳动力的方法来消除贫

困，但她采用了过激的革命手段，直至彻底埋葬传统，在古老的村社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者之间重新开辟道路

[3]。合作化唤起了古代的乡约运动，通过集体劳动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增进了农民的共识。 

3．20世纪初的乡村建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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