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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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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继承儒家文化中的一切优秀因素，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否定

抛弃其中的封建糟粕，是对儒家文化的尊重，也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要求。 

 

 

    当代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社会道德水平整体下滑、人们行为失范、

人际关系紧张、人与自然的矛盾凸显等问题，一些“大陆新儒家”因此主张全面复兴儒学，以儒学为核心重建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要“儒

化共产党”。 

 

 

    的确，儒学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发挥了阐释性价值和建构性价值，为专制主义统治提供理论支撑，为

社会提供以“修齐治平”为核心的价值观和“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行为规范。但是，儒学不是

万能的。在封建时代，它不能阻止和解决各王朝出现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等问题，不能护佑封建王

朝幸免覆灭，对封建君主和官僚个人也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中国历史上昏君暴君、贪官污吏不可胜数。到了近

代，当人类不可阻挡地由传统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时，当中国遭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强国的入侵和掠夺时，

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仅不能认识、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无法在理论上回应西方列强的入侵和

西方文化的传入。“三纲五常”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等观念，最终成为维新革命、探索民族出路的思想障

碍。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然儒学在中国封建时代不能解决王朝的长治久安问题，在近代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独

立、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问题，不能引导中华民族维护独立、实现富强，那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科学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复杂的条件下，儒学就能搞定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吗？ 

 

    一些所谓的“大陆新儒家”并非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儒家学说的实际功能。他们之所以要放大儒学

的功能，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弘扬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不是要用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回应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在于改变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吸收。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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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魅力的文化软实力，需要发掘和弘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包括充分利用儒家文化这一庞大的资源库。把传

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固然要批判、摒弃，但对传统

文化不加鉴别和改造，脱离时代环境和现实状态地照抄照搬，也会走向谬误。 

 

    儒家文化及其理论形态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其中，有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维护

封建统治、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愚弄控制百姓的方面，也包含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生态智慧和道德哲

理。因此，对于儒家文化，必须结合其内容和历史作用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能因历史上它与农业经济、封建制

度和家族社会密切联系，其理论基础——儒学是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简单地把它斥为封建文化，忽视其中的

积极因素，更不能不作分析和辨别地把其中具有封建性、落后于现时代的内容搬用到现在，甚至把封建糟粕当

作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鼓吹宣扬。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是正确的选择。 

 

    当下，我们需要对儒家文化中那些契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面，包括优秀价值原

则、道德要求和生态智慧，进行研究、吸收和转化；对于其中维护封建统治的治国思想和道德规范，剥离其封

建性，萃取其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儒家文化中与现代社会发展冲突，与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和价值追求相抵触的

封建糟粕，如“三从四德”、人治理念等进行批判，并要防止这些方面借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之机复燃。 

 

    继承儒家文化中的一切优秀因素，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否定抛弃其中的封建糟粕，

是对儒家文化的尊重，也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要求。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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