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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西方正更受关注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

儒家思想最早是在十六七世纪随着传教士的活动才

传播到西方的。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国时，原以为僧侣

最受尊重，后来他才发现，戴儒冠者的社会地位更高。

1685年左右，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一本拉丁文的书

《中国哲学家孔子》，成为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性著

作。

此后的两个多世纪，西方对儒家思想的了解并不

多，处于一个停滞阶段。直到上世纪50年代，我去美国

哈佛大学读西方哲学专业，一般的大学里还没有中国哲

学专业方向。到夏威夷大学任教时，我除了教授当代西

方哲学之外，系统地开设了中国哲学专业课程。1973

年，我在美国创办英文《中国哲学季刊》，两年后我又创

立了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中国哲学

学术会议，在欧美各名校倡导和探讨中国哲学。

如今，更多的西方人主动来研究中国哲学，探讨儒

家思想、易学与道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到上世纪80

年代，美国已经有很多大学开始招募中国哲学教授，现

在，欧美澳许多大学里都有了中国哲学课程，研究生班的

硕博士写有关中国哲学论文的也多起来了。我估计，目前

在欧美专业教授中国哲学的正式教研人员至少在300人以

上。

我认为，在中西交往中，中国文化显示了深沉广博

的厚德载物精神，也更能体现刚健自强的创造精神。因为

中国文化强调的是“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谦和精神，

是人类和平发展相互繁荣的共同价值，也是可以为全球人

类理解与遵行的共通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是人

类提早实现的世界文明，中国文化基于易经、道学与儒

学的精粹思想，是人类进行群体生命整合的示范准则，

具有价值的理想性与价值的规范性。

儒学需代代守护推陈出新
张岂之 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西北大学教授

几年前，我和学术合作者尝试这样去表述：天人之学——

天人和谐的探索精神；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辩证法则；居

安思危——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

奋斗精神；诚实守信——进德修业的立身之本；厚德载物——

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以民为本——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原

则；仁者爱人——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出发点；尊师重道——

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理念；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会通精

神；日新月异——与时偕行的革新精神；天下大同——指向未

来的理想之光。

这些理念与孔子在春秋末期开创的儒学联系在一起。儒学

是中华民族在古代共同价值观的体现。孔、孟关于“君子”的

共同价值观的论述，是中华民族子孙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儒学不是“神”的文化，而是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文

化，讲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作为的人；与人讲诚

信，讲相互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学是讲爱心的文化，爱家乡、爱国家、爱大众、爱一草

一木，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儒学是重视“民本”的文化，

主张以民为本，继承了西周以来“明德保民”的政治思想。

儒学是充满忧患意识、毫不懈怠的思想文化。忧患意识，

也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识，提醒人们身处太

平顺达的境遇不忘记危险祸患。

儒学是引导人们追求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并鼓励人们

营造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主张用和谐取代社会冲突。

儒学不排斥中华其它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倡

导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

儒学是追求思想文化“活水源头”、与时俱进的文化。宋明

时期的理学既保留了儒学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

总之，儒学给中华儿女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基因，需要

代代守护，又要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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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留下宝贵文化基因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中华文
化贡献的人类共同价值包括五重境界：“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和而不同”“以德服人”“天下为
公”。这五点可以归结为儒家的“仁”，即
“仁道”，这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最根本原理。

“儒学不是‘神’的文化，而是以‘人’
为核心的道德文化，讲如何做人，做有道
德、有理想、有作为的人；与人讲诚信，讲
相互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年近9旬
的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西北大学教授张岂之
认为，儒学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基因，需
要代代守护，又要推陈出新。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党
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认为，中华文明既
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共
享的精神财富。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
独特的“大一统”理念，具有无与伦比的
“包容性”和难能可贵的“内敛性”等，这些
伟大特性，使得大中华文化成为全体中华儿
女共同的精神家园、海内外中国人的基本共
识和基本底线。当代中国人需要从自身伟大
的文明传统中寻找力量、化解难题、弥合分
歧、形成共识。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认为，当看
清中华文明的绵延之路、探悉中华文明的深
远辽阔时，就会看到，中华“先哲”“先王”
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
“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系统而完
备。如果更多走近中国早期文明，更多了解
中华文明，看到它的高度，了解它的深度，
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就不仅是
嘹亮的呼唤，更是洋溢的动力。
“儒家的核心思想在现今看来依然不过

时，其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于现代社会仍
有重要意义，但如何能适应今天的时代新变
化，尤其是如何让青年接受并喜爱，值得思
考。”陈来说。

文明互鉴形成共同价值规范

在北京大学教授孙熙国看来，中华文明
以其独有的特性，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建构的
一个有益的滋养。当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
会发言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时
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建构人类共同价值
的贡献，而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中国式表达，
立足于中国传统和实践，同时具有世界眼
光，其独特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所不具
备的。

学者们指出，文明和价值是人类社会的
永恒主题，不同的文明背后往往蕴含着人类
共同的价值追求。世界文明的勃兴，正是源
于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只有世界各大文明
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形成真正多元的人
类共同价值规范；只有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

携起手来，才能更有效地为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找到正确出路。比如中华文明的整体思
维和天下情怀，中华文明蕴含的孝悌、仁
义、诚信、和合等核心价值，都为构建全人
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支撑。因此，21世纪中华
文明的重构与复兴，需要汲取世界不同文明
的优秀经验，而在构建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
中，中华文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也必将
扮演重要角色。

旅美学者钱宁曾经重编《论语》，在这个
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论语》中有许多道
理，千古以来，被证明颠扑不破，但是，许
多“道理”，停留在道德的劝诫上，其中深刻
的内涵，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定理”，面对
具体问题时，往往失之空疏，常常拿不出具
体解决方案。因此，他认为，孔子学说通向
现代文明的路径之一，是将“道理”发展成
为“定理”。

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还需要做一些具
体推动，潘岳介绍说，成立于1997年的中华
文化学院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套机
构、两块牌子”，是经批准成立的唯一以中华
文化命名的最高级别教育学院。下一步，中
华文化学院将立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创新，立足于推进中华文明的继承与
创新，立足于增强统一战线成员的文化自
信，立足于增强海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
立足于增进中西方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做好
中华文化大文章。

中华文化学院立志于此，本次论坛的主
办方、身处齐鲁大地的山东中华文化学院亦
是如此。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山东中华文
化学院）院长孙继业表示，要充分发挥齐鲁
文化资源优势，准确落实中华文化学院功能
定位，打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平台，不
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增强统一战线成员的文化自信，
增强海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增进中西方
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努力做好中华文化大文
章。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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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八旬的美国夏威夷

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在美国

等国讲授了50多年的中国哲

学、儒家伦理，如今，他的

洋弟子中，用英文撰写有关

儒学、易学、道学的博士论

文者大有人在。在成中英看

来，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刚

健进取之德与包含融合之

道，既是人类原有的共同价

值，也是人类可以发挥的共

通价值，更是人类必须追求

的理想价值。

成中英是在11月14日参

加在山东中华文化学院举行

的“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

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上

述表示的。

张岂之、陈来、成中

英、辛意云、贝淡宁、干春

松、孙熙国等20余位海内外

知名学者，在参加由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 （中华文化学

院）、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

大学、山东中华文化学院联

合主办的这场论坛时，围绕

“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思

想与贤能政治”等主题进行

了充分讨论。

学者们认为，中华文明

是一个永远面向未来、不断

发展着的文明体系，中华文

明必须也完全可以与世界其

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对

话、碰撞和交融，为建构全

人类共同价值贡献力量。

“生生之道”展现共同价值
辛意云 台北艺术大学教授

中华民族是这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中

华文化同样也是这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博大的文

化。这悠久、博大，来自于人与人之间长久地相

互融合、相互发展、共生合作。

“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自远古以来即成中华

文化的精神，也就是人类生存发展上展现的共同

价值，这才真能有利于人之“生生”。“生生”之

善在中国是最高的价值理念。此价值超越于各民

族、各地域、各时期各自求生存的狭小需求。

而中国由肯定生命而来的“生生之道”，为全人

类所共同肯定的存在价值，是人类在实际生命经验

中共同追求的理想与信念，也是生命意志的共同表

现。这其中包含尊重各民族不同的生存发展、不同

的文化活动。它能实现人类真正平等的天赋生存权

利。同时，也强调各民族相互的合作。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

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

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又

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

全。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

道。因此，他指出，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

的安全格局。

这就是仁道的实践。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观

点，所阐发的人类的共同价值，在传统文化的共

同理想与价值上展现新时代的新面貌。

（本报记者 叶晓楠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