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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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 

  

1）作为对西方的一种回应，五四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儒家伦理，造成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断裂。儒家伦理不再

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个运动没有重新确立新的伦理。各种思想的冲突始终围绕着传统中国和近代西

方。中国实际上不可能废除所有的传统，也不可能接受所有的西方思想，因为每个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在其特殊的时间

和空间所组成的结构内进行。 

2）科学，民主和自由在中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但这些思想只是限于在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播。后者在否定儒学的同

时，也就否定了自己的职能。他们从此不再成为中国的统治阶层，但他们仍不忘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在心理上始终

没有获得与政权分离的独立精神。学而优则仕仍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 

3）中国农民以其纯朴的儒家文化背景， 自觉和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并经受了集体主义的考验，为

新中国的成立、工业化的初具规模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才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 

4）爱国主义在民族与国家危机时刻高于一切， 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都做出了各自的回应。中国农民并不总是被动的

群体。所以，重建中国的伦理在理论上需要借助于儒家文化的共识和西方的科学精神，在实践上不能脱离农民群体。

中国伦理重建之目的应关乎全球共同发展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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