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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的认同危机及其重建:以康有为与孔教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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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启蒙思想家们简单地看待传统，进而企图以一种“主

义”化的“科学”和“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来作为解决现代化和文化认同的矛盾，那么这是文化认同危机的最

终解决方式吗？ 

  毫无疑问，康有为试图通过建立孔教的方式为制度变革中的中国人寻找一个文化认同的基础。但是值得我们思考

的是制度本身是否是可以脱离文化传统而移植的，或者说制度变革之后原有的认同基础是否依然有效？同时康有为在

坚持儒家作为认同基础的绝对前提下，教会化的方式是否是符合儒家本质性要求的？或者说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化

的方式来确保儒家作为我们认同的基础。我相信这些问题康有为可能思考过？这种一以贯之的思考使得康有为始终不

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的焦虑和比他同时代人更深层的思虑。列文森说：“康有为比那些仅仅

只注意到儒教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和历史关系的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思想和文化的关系。由于他相信

法律和哲学不足以约束那些任性的民众，因此，他真正的希望通过定国教来增进人们的美德。”孔教会的人认为：

“儒教是中国的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 但是如果进一步的追问：在全球

化的今天，什么才能承担起中国民族性认同基础，康有为的探索是值得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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