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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作者不同时期的29篇文章。分四个部分：一、作者全部学术工作的精神方向;二、阐发儒家传
统的现代化转化及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三、对传统儒学精神的体、认、把握;四、对“五四”以
后的现代新儒家思想的评介、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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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还真是不看好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限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修身养性吧。儒学复兴与当代启蒙问题
置于跨文化研究视域下，隐含着现代性的面孔，区分不是前进的保障，重要的是先破而后立，圣王这
种思想对普通人来说还是如同仰望空中楼阁了，杜先生的影响主要在香港台湾的原因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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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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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笔记-第45页

        因此所谓“具体的普遍”即指出：儒家心性之学所接触的是普遍人性的价值问题，但是通向这问
题的途径必须是探索者得自证自验。然则探索者的自证自验不仅是反躬求证的内在体验而且是有血有
肉的人在现实社会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笔记-编序，三

        五四以来的西化论者通常是以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相比较，以突出中国文化的劣根
性，所以说是一种“弱者政策”。
原因有二，
1.现代化与西化的混淆，将西化即是现代化
2.极端立场

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而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检视民族文化，

3、《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笔记-编序，二

          列文森把“儒家传统”和“儒家中国”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儒家中国”可以理解为“以政
治化得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
。...尽管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传统的形成与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
密切，但却不可以把儒家思想还原为“以农立国论、家族主义或官僚主义”，因为那样就“忽略其伦
理宗教的性格”。
    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的区分，在于强调儒家传统具有历久常新的恒常价值，它不会伴随着儒教中国
的解体而消亡。...“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
。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但又不是现实政权势力的一个环节，它“有着相当深
厚的批判精神，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
的真精神。”...因为“成圣（最可信、最真实、最诚实的人性）的理想的实现，依赖于对真实人性的
本体论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把人看作一种生物和社会的存在，而是把人的存在及其本质提升到
道德宗教的层面加以探讨。
   ...儒学是一种人文主义、一种哲学人类学，但此种人文主义既不排斥超越层面的“天”，也不排斥现
实层面的社会与自然，所以说它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在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上，儒
家主张“超越而内在”而不是“超越而外在”，认为“你越能深入自己内在的泉源，你就越能超越”
，...在儒家思想中，超越性与现实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儒家要通过现实世界来体现它广大高明
的人文理想，而不是象基督教那样，主张离开这个现实的世界另造一个天国。所以，儒家思想一方面
并不缺少超越的层面，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入世精神，力图通过社会实践和政治参与，“
内在于现实世界并转化之”。
所谓“内在于现实世界并转化之”也就是“一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这就是儒家的“圣王”理想。问
题在于：“‘圣王’是中国儒家的最高理想，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
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统治
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把“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和“政权化（或政治化）的儒
家”严格地加以区分，认为后者只是儒家思想在现实的权力网络中遭到扭曲和利用的产物，这种扭曲
和利用也是导致近代以来儒学衰微的直接原因。
...在他看来，倡导西化的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的迎头痛击固然是今天儒门淡薄的原因之一，但使得孔
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与其说是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不如说是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因为“
西化知识分子...学术批判...积极作用。相反地，企图利用...军阀政客，不仅没有达到推行孔教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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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把儒家的象征符号污染了”。正是以此种认识为基点，他宣称“我甚至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
的继承者”。

4、《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笔记-编序，五

        根本问题似乎还是出在制约新儒家几代人的一个基本理路上，即认为儒家的基本义理是某种具有
永恒价值的常理、常道，问题只是在于如何把它发掘出来，并未世人所认识。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现
代化的实质意义？难道真象新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只在于如何接通儒家思
想的“源头活水”？...显然，制约新儒家有关思想的仍然是狭隘的道统观念，此道统观念使他们确信
：儒家思想不仅代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正统和主流，而且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也须以维
护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为前提。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
动

5、《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笔记-编序，四

        儒家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问题的焦点是人的问题。人们曾经特别注意超越的宗教传统，它的重点不是从个人现实存在的具
体环境出发，而是以上帝存在或如何达到“涅槃”境界的命题为起点立论的。如果要站在二十世纪的
基点上重新反省人的问题，就必须从现实具体的人所遇到的存在境遇出发，这正是儒家思想对于其它
宗教传统所提出的挑战。因为只有儒家才有这样的信念：人是由各种不同的关系网络组织而成的，但
又可以内在于这些关系网络而转化之；人可以在不断扩展的人际关系中实现一种自我超越，最终达到
天人合一的境界。此所谓“超越”不是“超离”，而是一种扩展、提升，不断突破自我限制，这也就
是所谓“超越而内在”的观念。
“除了哲学的重建外”，还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西方文化加以吸收：
1.超越的层次，即西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传统。 儒家“内在超越”的品格使它更易于运作过程中
流于政治化和庸俗化。 要从基督教那里领会对超越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抗议精神”。“
儒者应该具有基督徒的那种傲骨，那种牺牲精神，那种为理想而奋斗的反功利主义”。
2.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 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3.深度的心理层次。 对治儒家对人性的阴暗面历来认识比较肤浅。

儒学发展的关键不是靠政治力量来推动，而是要有足够数量的不同行业的“见证人”（即儒家思想的
身体力行者），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群体自我批判意识的形成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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