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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顺应中国文化的大流、主流而来，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在历史上不是诸子之一子，
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序列中的人物。孔子
“以文自任”，“斯文在兹”，不只是开一个学
派、创立一家学说，而是要继承华夏文明，使
其能够继往开来。所以，儒家文化历史上是，
现在是，将来还会是不断走向开放、完善的思
想学说。只要有中华民族在，甚至只要有华人
在，儒家学说就不会消失，也不会消亡。百余
年来，中国儒学不断转化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
点。
（一）儒学在中国有着顽强、坚韧的生命

力。

中国儒学植根数千年，拥有数万万信众，
有着超强的生命力。经过“五四”打倒孔家
店，“文革”时期的全民性批孔运动，儒学并
没有被风吹雨打去，验证着儒学的坚韧和刚
强。经过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
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大儒的努力，儒家
学说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大师辈出，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新的儒学思想系统，成就近代影响不
是最大，却是创造力最强的文化学派或者思想
学派。
（二）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总是与中国社会

的变革、当代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儒学的影响力虽不可与马克思主义相
提并论，但其思想义理的逻辑创造力绝不逊色
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所以，中国儒学的
现代转化总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当代世界的
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社会的变革对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
是机遇。一方面，传统社会的断裂造成传统思
想丧失了制度的凭借；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的
变革都迫使儒家学者必须做出回应，而对社会
变革的回应又促进了儒学新生。另外，两千年
封建政体的解体，使儒学失去了政治力量的支

撑，但却又促进了与政治体制脱钩的学院派儒
学的形成。
（三） 西方文化是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有

力助因。

西方文化的到来对中国儒学而言，利大于
弊。没有西学的到来就没有儒学的新生，也没
有新形态儒学。中国儒学的转化就是以儒学为
主体，融合西方文化，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
那么，儒学的现代转化如何走向深入呢？下一
步儒学的现代转化会是怎样？

我们认识到，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并没有
完成，到牟宗三、冯友兰也没有完成，可能永
远也不会完成。它永远处在不断新生，不断完
善的过程之中。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中国作为
世界大国的崛起，中国儒学的未来转化，我认
为有这么几个方面应该考虑。

!!在全球化中，定位儒学的未来发展。百
余年儒学的发展与转化一直与民族命运、国家
富强联系在一起，关心的是民族生死存亡问
题，是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未来的儒学发
展应转向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儒家的理论自
孔子起就不是为中国人设计的，而是为全人类
设计的，为一切可以称为“人”的人而设计
的。所以儒家“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
“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遇而不相害”等这些观
念，可以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寻找到新的理论
支撑。我觉得在全球伦理的实践和理论设计当
中，儒家是不会缺场，也不能缺场的。

)!关切当代社会的新发展，回应当代社会
的新问题，实现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不
断为儒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动力，促进儒家理论
与现代化的双向受益。我认为还是要关切现实。

&!积极参与世界多元文化对话、互动，在
与世界各种文化、文明的对话中成就自身的文
化价值，发出中国的声音，同时汲取异质文化
的因素，促进儒学现代形态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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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在未来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
义还会进一步地中国化，不断地向前发展。后
者亦然，也处在现代的转化过程中。我期待中
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有机融合。今天，我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是
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

（一）儒学是人文化成之道

人文化成指的就是从化成角度讲的人文主
义，它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科学主义，就是
人文主义。化成指教养，人文化成就是把人变
得有教养的一种主义，这就是儒学。

现今，我们常用“儒商”、“儒将”、“儒
官”，甚至“儒工”、“儒农”等来形容一个
人，那么，“儒”代表什么呢？“儒”代表的
是一种教养，使一个不懂礼仪规范的人变成一
个知书达礼、有修养的文化人，这就是“儒”。
（二）儒学是躬身修己之学

这句话是粱漱溟说的。梁漱溟，国外号称
)$ 世纪所谓的最后一位大儒。!"%* 年 + 月，
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书院和中国文化讲习
班上说：儒学是躬身修己之学也。“躬身”的
意思就是亲自去做，所以，儒学不是讲出来的
知识系统，而是身体力行的学问。
《大学》 有句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指的就是自己有这种优
点，才能要求别人有；自己没有这种缺点，才
能批讦别人。孔子说的“政者正也”亦是这个
道理。作为为政者，首先端正了自己才能要求
别人；自身不正，难以要求别人正，所以躬身
修己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三）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

从社会角度讲，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要
理解“生活的智慧”，首先就要懂得什么是生
活。生活，简单地讲就是活着。既然活着，人
就应该过人所应过的生活，而不能似神仙或禽
兽般。那么，什么是人的生活呢？要想回答这
个问题，就要知道什么是人。

人之所以为人者，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
于“人伦”二字。虽同有雄雌、男女之分，但

人却有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朋友之情。“人
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根本的原则。儒
家认为，人有最基本的五伦，即“父子有亲，
君臣有异，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四）儒学是内圣外王之道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为了处理好“人
伦”关系。但是，仁仅处理一般的人际关系还
不够，还要处理生命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因为人不仅生活在家庭、人际关系中，还生活
在国家、社会中。人和国家、社会的关系，用
儒家的话讲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张横渠的“四句教”很好地表达了从孔子
到孟子历代儒家一直且一定肩负着的天下使命
的含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儒家肩负
的使命不为一世，不为一时，而是为万世开太
平。这就是其内圣外王之道。
（五）儒学是天人性命之学

西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叫做“天人相
分”；中国则称之为“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
生命来自于天地，天为父，地为母，整个宇宙
就像一个大家庭。在家庭中，孝敬父母是必须
的。那么，既然要孝敬天地，我们就不仅仅要
做民族的孝子贤孙，更要做天地的孝子贤孙，
何谓天地的孝子贤孙呢,悖逆天道，违背天理，
驳逆人伦，这样的人只能是天地的忤逆之子；
只有秉持天德和地德、效法天道的人，才可称
为“天地的孝子贤孙”。如何效法天道呢,清华
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自强
不息”讲的就是天道，天道即天德。“夫大人
者，与天地合其德。”所以君子要像天那样自
强不息，像地那样厚德载物，这样的人才是天
地的孝子贤孙。

（一）中国儒学观代转化溯源

+-龚自珍和魏源。
现代儒学的萌蘖可远溯于龚自珍（!.")—

+%/+）和魏源（+."/—+%*.）。
龚自珍提出：国家必须要改革，必须要向

西方学习，只有更法、改革，才能挽救危机。
魏源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提出

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他认为向西方学习是大规模的，“凡有
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意思是，但凡
对老百姓有利的，我们皆可学来，自己制造。
可以说，“中国制造”这一观念可溯源至此。
这就是魏源的主张。

龚自珍、魏源两位儒家人物，可谓新思想
萌芽的始祖，他们齐而呼吁变法，提出向西方
学习，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使然。

)-曾洪之争。
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创建者及思想指

导者，将大家熟知的《三字经》“人之初，性
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改成了“皇上帝，
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
人宰物，得光荣”。这完全变成了基督教的内
容，所以说，洪秀全当国定会在中国实行彻底
的基督化政策，全国人民都会变成基督教徒。
因此，曾国藩才会有这样的惊呼：太平天国
“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
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
教之奇变”。

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从根本上而言就
是一次文化的冲击。冯友兰先生曾就洪秀全和
曾国藩之争说过：这不仅仅是一场革命与反革
命，起义与镇压者之争，更是一场文化之争。
所以说，曾洪之争，既是军事之争，也是儒家
与耶稣教、基督教的一场宗教较量。

在这场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斗争
中，儒家暂时占领了上风，取得了胜利，宣告
了洪氏基督化中国设计方案的破产。

&-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民族危

机日益深重，各国列强乘中国衰弱之机，对中
国虎视眈眈。中国正遭遇着“三千年未有之强
敌”，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
局”。这是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当中说的。

要把中学和西学有机地融合起来，就要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
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两江总
督张之洞说：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
废。“旧学”即“中学”、“内学”，治身心；
“新学”即“西学”、“外学”，应世事；二者
为“体用”关系。这一主张，我以为，直至今
日仍有参考价值。+%"/ 年 . 月，中日甲午战
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
“变末不变本、学器不学道、引用固体的改革
方式的失败”。但是，“中体西用”作为第一
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范式却保留了下来。尽
管受到严复、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严厉批判，但
它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对“体”、
“用”的解释会有所不同，却依然没有完全摆
脱“中体西用”的影响。
（二）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初步尝试

+%"%年 0月 ++日，光绪帝下诏书《明定

国是》，主张变法维新。0月 +"日，康有为奏
光绪帝《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
年而废淫祀折》，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孔教主张，
可称得上近代中国孔教运动中的第一个系统的
纲领性文件。其内容主要如下：

+!尊孔教为国教，立孔子为教主。
1!在中央设立教部，中央以下设立教会。
&!罢弃淫祀，主张民间立孔庙祀孔。
/!以孔子纪年。
显然，康有为力图通过对西方基督教形式

上的模仿，完成孔教的宗教化改革，完成儒学
向新形态的过渡。但是他却失败了。这是由于
孔教运动与旧派人物，尤其是与袁世凯、张勋
复辟活动相呼应，引起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强烈
不满。人们由痛恨袁世凯、张勋等复辟而憎恶
康有为的孔教会，由厌恶孔教会而累及整个儒
家文化系统。

康有为孔教改革的失败，固然有着非常复
杂的社会原因，但就孔教运动自身而言，有两
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西方基督教做了形式主义的外在
模仿，这种形式主义的模仿导致孔教运动腹背
受敌，一方面它引起理性的、没有宗教情感的
儒家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抗；另一方面，由于定
孔教为国教又引起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教人士
的深深忧虑。

第二，借助外在的政治力量推行孔教，而
忽略了儒学自身内在力量的挖掘，是导致其失
败的另一原因。政治力量对儒学的现代转化是
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不小心就可能伤害
了自身。
（三）中国现代儒学的奠基时期

康有为孔教运动的失败意味着制度化儒学
的努力破产，怎样才能使儒家复活？什么才是儒
家永恒的精神？是许多儒家学者思考的问题。在
反孔的滔天声浪中，梁漱溟先生挺身而出：“孔
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

梁漱溟有感于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
倡，只要谈及孔子就羞涩不能出口。他怀抱着
为儒家打抱不平的心态来为孔子出头，这一出
头，则不同凡响，揭开了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
新篇章。

梁漱溟认为康有为的孔教改革之路必然失
败，他批判康有为：冒孔子之名，丧失孔子精
神。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
乃全在于此 《大同书》。康有为根本不曾得到
孔学要领，满腹贪羡私情，见解与墨子、西洋
同其浅薄。数十年来冒孔子之名，将孔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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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抛开儒家文化的一切外在牵累，包
括制度的、礼俗的、官方化等牵累，直透孔学
的内在精神———仁，通过对孔子仁的创造性诠
释，进而转活儒家哲学，复兴儒学。

梁漱溟引进一种观念———意欲，英文是
“3455”，就是意志、意欲、欲望的意思。他说：
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
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
神的；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
根本精神的。

梁先生在比较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之
后，对世界文化的现状和未来作了预测。他认

为，现在西方文化的路向已经走到了尽头，其
征服自然的态度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
已经走向了反面，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
而且还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西洋人已经由过去
物质上的不满足转为精神上的不安宁。

这就迫使西洋人由第一条路转向第二条路
向，即儒家文化的路向。由此他大胆预言：现
在是西洋文化的时代，接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
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继梁而起，先是张君劢的倡导新宋学，主
张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建立混合经济
模态，强调德与法。众所周知，要严正地定
法、立法，严格地执法，就需要有德行的人去
做。接着，熊十力以大易为宗，重建儒家道德
的形上学，转活陆王心学；而冯友兰则顺程朱
理学的义理方向，融合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逻
辑分析方法，再度复活程朱理学；另外，马一
浮、钱穆、贺麟等学者在中国儒学现代转化中
亦各有建树。众多儒家学者通过努力，使 1$

世纪 &$年代到 /$年代的中国展现出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
（四）港台新儒学

1$世纪 *$年代，当中国大陆全面进行马
克思主义教育的时候，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代表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已不能展开
正常的自我理论的创造。而张君劢、钱穆、唐
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来到台湾、香港，以
新亚书院和人文友会为阵地，从事着中国儒学
的现代转化工作。

+"*%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
张君劢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
士宣言》，标志着海外新儒学的真正崛起，同
时意味着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进入新的阶段。

之所以发表此宣言，是因为有部分人认为
中华文化已是花果飘零；在西方汉学家的眼
中，已成为古董，是一死物。然而中国文化并
没有死，它只是病了。病和死是不一样的，病
了可以救治，而死了就只有消亡，像古埃及的
木乃伊、金字塔，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印度
文明等，于是他们发表宣言，以敬告世界人
士，西方也应该学习东方，应对中国文化抱着
同情和敬意的态度来了解和分析。

在海外新儒家群体中，唐君毅、牟宗三、
徐复观、方东美等理论各具特色，但理论形态
最为完整、系统、深刻且影响最大者首推牟宗

三。这里以牟宗三为例，对港台新儒家作一简
单的说明。

牟宗三认为，当代新儒家最基本的一个任
务是：如何由内圣之学解决新外王的问题。内
圣就是道德理性之实践，即道德实践；外王是
指治国、平天下之德业；新外王，就是民主与
科学。本内圣之学以解决新外王，就是由中国
文化之道德理性解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
（五）儒学第三期发展

中国儒学已经经历了两期之发展。第一期
是由孔子经孟子、荀子到董仲舒；第二期是宋
明理学；现在儒学则转为第三期之发展。

儒学第三期之发展关键在于儒学能否融摄
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重建中国文化，开出儒学
新形态。牟宗三把这一新形态概括为儒家式人
文主义的彻底透出。这就是儒学第三期之发
展，儒家式人文主义的彻底透出，即“三统并
建”说。

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
护住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韩愈有篇
文章《原道》就是讲道统的。那么，什么叫道
统之肯定呢？就是肯定中国人的价值观、是非
观，肯定中国人规定的“人之所以为人之处”。
“人之所以为人之处”指的就是“人伦”，而
“人伦”最后的根据就是“仁义礼智”，“仁义
礼智”的浓缩就是“仁义”，“仁”代表仁爱
之心、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义”代表社会
的公平与正义。故儒家强调：门外之治和门内
之治不同，处理门内之治是“恩延义”，处理
门外之治是“义断恩”，公平正直要高于感情
的存在，要断情感，因此，处理社会问题，靠
“仁义”的“义”；处理家庭问题就要靠感情，
这就是“道统之肯定”。

学统之开出，中国文化有道统而无学统，
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
学术之独立性：一句话就是让中国走向科学，
建立起中国的学术独立性。政统之继续，此即
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一
句话，就是完成民主建国。这就是牟宗三先生
全部的理论浓缩。简单讲，就是道统，加科
学，加民主。当然三统不是并列的，道统是道
德宗教，学统的核心是科学，政统就是民主政
治。道统肯定，学统开出，政统继续，是儒家
人文主义的完成，也是中西文化的自然融和，
亦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骨架与纲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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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以来，有两种思潮对中国社会
的影响非常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是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前者在革命时期，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到建设时期，经过 #$年
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儒学是什么？我的理解，可从五个方面概括其本质特征

儒学的开放式转化
儒学是人学，是为所有称之为人的人而设

计的。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说，是人之所以为

人，人怎样才能成为人，人怎样做人的学问；从

与一神教相比较的角度说，儒学不是出世的或

者超世的神学，而是入世的人间学问；其解决的

问题，不是天国的问题，不是来世的问题，而是

现世的人间问题。

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求索历程自明代中晚

期，西学通过耶稣会士传入中国起，先人们就

已经开始为如何消化西学的问题而努力了。然

而，西学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且对儒学构成

直接威胁却是在又 %/$年之后。

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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