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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80年代，杜维明从伯克利转到哈佛任教，常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和国内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切磋儒学。
《灵根再植 : 八十年代儒学反思》记录了杜维明先生在80年代的“植根”工作，从“陆象山的实学”
到“刘宗周的主体性”，无不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乃至对启蒙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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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维明，当代新儒家代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发言人。先后求学于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师承牟宗
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
1940年出生于昆明，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2015年9月当
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IP）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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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介绍儒学不错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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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之前看过杜维明的《儒家精神取向的当代价值》，书中通过访谈的形式讲述了儒学的抗议精神，
儒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虽然形象生动，但由于文体是访谈形式，则限定了内容只能紧紧围绕所提
的问题来展开。而这本《灵根再植》则是杜维明直接著书立说的著作，在本书中杜维明通过十八个专
题的形式讲自己对入学的理解以及儒学在古代教育，道德，玄学，哲学等中的体现，还分别用几个专
题来深度解读中国文化。每个专题的内容深度之光，我在这就不班门弄斧意义介绍，仅举一例来与君
共赏。例如在第一个专题“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里面在分别讲述其道、学、政三者含义之前就
先讲孔子的仁学与古希腊哲学，希伯来神学等进行了比较，引出了仁学的与其他学说的差别，从而引
出道德理性，文化关怀以及入世精神，也即是道、学、政。在讲道德理性时，作者主要将笔墨放在了
推己及人的恕道，在讲述其含义的同时也与国外持相似观点的学派进行了比较，也引述了黑格尔等的
评价，这表明了作者在讲述儒学的视角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而是放眼于全世界。在文化关切里面作者
也从另外的角度来释读孔子重礼教的态度，例如在举例孔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一般在五四中对这种是持批判态度，因为基本都认为这正体现了孔子过分执着仪式，是吃人的礼教
。但是作者却认为从深层次去理解的话孔子的用心可能不仅仅在于仪式本身，而是背后深层的原因—
—从礼让到攻伐、从“整合”到“分化”的大变动。这一解释让我感到新奇。这一节还从孔子的“民
不信不立”来解读得民心的重要性以及孔子的施政主张。在‘政：入世精神’一节里讲孔子在儒学中
的地位与耶稣在基督教以及释迦牟尼在佛教中的地位进行了对比，然后突出了孔子本身‘即凡而圣’
的表现，也引出了仁学的入世精神，在这一个专题中我就感受到了作者对入学的研究之深。本书的其
他专题也都值得我们一一拜读，例如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话，可以从“试谈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
、“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其创新”、“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概况”以及“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看中国文化
发展的前景”这几个专题来一窥全貌。虽然经历五四以及文革的反儒学思潮，但是有了前面的反也就
才会有现在的新儒学。建议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看看本书，相信都会有所收获的。
2、以十八个专题的形式，用将近三十年前的旧作指引人们如何解决当前儒学所处困局的种种问题·
·····这样的书，换作两年前，会像重生文一样让我觉得可笑--重生翻身，是带着先前的记忆对
从前的误判进行修正，试图彻底改变结局，前提是其他人再次面对种种新鲜出炉的失败竟然还执迷不
悟到歇斯底里。然而，面对“让生活可以在学习中再次变得像古人一样充满灵性和诗意”的祈愿，我
不觉大跌眼镜，因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其珍贵之处就在于，它产生的年代是为解决问题，而它历经了
岁月仍被人认同、记忆、试图传承下去，则证明了它将继续沉浮在这个需要它指导的世界里。面对时
光的打磨，许多事物的原意都会发生偏转，直至改变。但是，具有穿越时空先一步体察到未来问题产
生根源的，必是思想的先驱了。本书最让我感到特别之处，首先在于，书中先论证了“传承”的问题
，“在动荡的时代，尤其是在连维系社会的理论基础也受到震撼的紧要关头才发生继承传统的问题，
出现继承传统的意识”，这正是儒学处在现今的尴尬地位仍被有识之士广为呼告传播的有力支持。同
时，书中旁征博引，擅长把希腊哲学思想、基督精神与儒家思想进行对比辨析，并使用中国多样的文
化符号作为印证，深切体现出了一种久违的对中国文化的深沉自信，在多处引用的《论语》，强调了
一些偏颇的解读会给人带来对儒学的不良初始印象，乃至影响人们对儒学的整体判断--而让人汗颜的
是，这种态度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却是极为普遍的，如将儒学中关于万物有机一体的人生智慧学说单纯
理解为片面的科学观点。再有，全书以一种“恳谈”的语气，让谈问题只是说因由，不是树立起对手
，然后证明了对方是错的，我就是对的了，而是让有心探究于此的人能“沉”得进去，疑虑者能“听
”得过去，反对者能“辨”得出去。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将“理解”等同于容忍度，而非是从自身的
经历、学养出发，去体悟一种思想氛围。我们开始忘记自己要通过“包容”“理解”获取什么，只记
得不要让自己错，但又无从判断什么是对。儒学的精神养料浸染了中国人的灵魂几千年，让枯木生花
，重生再植，先要让自己明了“儒学本身是人的哲学”这一命题，只有想通透自己要如何树立身为人
的哲学基础，才能读懂本书。
3、杜维明师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儒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虽以研究儒学
为主业，但其学术视野不局限于此，而以整个中国文化为旨归。《灵根再植》是杜维明的文集而非专
著，“儒学反思”也不能完全概括本书的主题，它还涉及玄学、禅宗、西方心理学等其他内容，这些
既可以视为杜维明儒学研究的辅弼，从中也能看出其治学角度的开阔，具有现代和国际视野。从百家
争鸣到独尊儒术，此后作为主流意识的儒家思想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在五四时期却遭猛烈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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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以至于“孔家店”都要被打倒了，之后又有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儒学再遭深刻批判。直到上世
纪八十年代，儒学研究才有了恢复和发展，呈现“一阳来复”的局面，本书即是杜维明在当时所作的
一些思考。当前，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受到重视和弘扬，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也需要
进行重新审视。杜维明的研究为儒学价值的重新发掘提供了深刻的角度。杜维明的儒学研究有一种充
分的文化自信。他指出，在世界上有很多有古无今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等；也有很
多有今无古的文化，如美国文化、加拿大文化、澳洲文化等；而中国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例外，它历
史确定，文化承继，有古有今。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屈辱，愤怒的理论家们把责
任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将其视为封建糟粕、前进的绊脚石。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他们惯用“矮人
”政策，即以自己之糟粕与外人之精华相比，结果越比越矮，丢掉了文化自信。杜维明总结了中国近
代化过程出现的特殊现象，即“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同时出现。”而不是像以色
列等其他国家一样，把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与自己的传统紧密联接，将传统作为构建现代化的必要
环节。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主张是反传统主义的极端例子。杜维明指出“五四时代，没有现代化
观念，只有西化观念，不能想象除欧美的发展模式外，还有任何别的发展模式。”杜维明反复强调“
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化”，也不认为“西方自启蒙后代表着现代精神，而且是所有世界文明都须
朝向的。”杜维明认为“文化主体性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立场。”这是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得出的认
识。杜维明的儒学研究，不是单纯对传统的阐释，更在于其现代生命力的显扬。比如在群体“自我意
识”逐渐形成的今天，人们注重个人私利，他认为可以运用思孟心学树立人们 “公共善”的心态。儒
家人文精神中含有启蒙理性，但没有反宗教倾向，这种思想特质，杜维明认为“可以成为构建全球伦
理的基础”，并指出“在处理全球化和本土化矛盾冲突的问题上，儒家传统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实践
经验”。杜维明将儒家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资源，而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表述、中华民族的
集体记忆、东亚文明的体现，因为它具备丰富的当代价值，也能够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进行
有创建的反应。杜维明主张当今研究儒学传统，也应当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以防止儒家精神的
异化，并通过认识、理解和体会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彻底抛弃封建遗毒。事实上，儒学批判的历史虽有
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一些人的批判是出于一时的爱国激情，但这种情绪化的批评又是轻浮的，他们
对传统文化并没有进行充分地了解和认识，还不具备评价的资格。对其中丰富的正面价值，由于历史
和个人的局限，还认识不到，正如王阳明所说，是“抛却自家无尽藏，缘门托钵效贫儿”。杜维明的
儒学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学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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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灵根再植》的笔记-第97页

        学习做人的进程不可稍歇，其具体步骤如下：1.处于隔绝的宁静状态，以体验孤独中的自我；2.忖
度思想活动，认识初期的倾向；3.谨警行事，以循天命；4.加强基本的人际关系，以使道具体化；5.进
行大量实践，以全面探究人的行为；6.趋善迁恶，以求成圣。

2、《灵根再植》的笔记-第281页

        “中国要走哪条路径的方向性，不可能从全盘西化中得到。所以，自作主宰的方向性必须从自己
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涌现出来。”

3、《灵根再植》的笔记-第222页

        中国思想家——那种受过很严格的分析训练能提出自己的见识，对问题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
去理解，有强烈的历史感受，而不是从目前态势来理解问题的思想家。感觉这样的人很少啊，整个社
会都太急功近利了

4、《灵根再植》的笔记-第279页

        杜维明学贯中西，对儒学的研究有宏大的视角，比起蒋庆之流的陋儒，高明不啻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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