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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有一套属于道义论的话语体系，而儒家宫德理论正是这一话语体系里的风向标。
    中国的历史从哪里开始，哪里就有道德生活；中国的文化从哪里开始，哪里就需要有政治道德。
历史、文化、道德、政治，最终便集中为一种政治道德“图腾”，也即随着中国政治历程的进展，需
要一种官德理论，诸家为此做出了各自的努力。
    从广泛性、深刻性、普遍性、具体性和影响力来看，儒家官德理论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不仅是它形
成了中国仕文化的主流意识，而且是它成为了儒学诸家流派的核心问题。
    我们要彻底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道德、政治变迁，要力求解读这样一份令古人骄傲、令今
人迷惑的“中国文化大本”，是离不开儒家官德，作为政治道德遗产，留在现代人视野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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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仁”之于“研几”　第二十五章  王阳明论“熟仁”：意志考量  　一、按孔、孟的教诲：承继的
是孔、孟，开拔的是自家  　二、“志与熟”：“工夫纯熟”的创意  　三、“学与熟”：“只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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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仁”在治道中的提炼  　一、“自德性中走来”——吕坤的熟仁视野  　二、李栗谷的实学思想与熟
仁的表达  　三、曾国藩的“熟仁”之精蕴跋　道义论意义中的儒家官德之展望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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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道义论与官德论　　第一章　官德：儒家的用心　　儒学培育了中国古代政治道德，儒家
官德成为这一份政治道德传统的核心内容。
儒家切入的为政之德，有显著的对象性针对：对官吏、对君臣，也对由士到仕。
儒家试图从道义论上向他们规划一种政治道德，以保证他们有效的执政能力，来巩固和维护社会的稳
定秩序。
除了对抗外来“民族”的“入侵”，如蒙古人和满族人，儒家基本上都以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为其价值
使命。
儒家首先把现有的封建秩序说成是合理的，然后再加以伦理证明，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儒家用心良苦
：设计了官德体系，希冀成为百官君王的集体性意识，来控制和引导政治道德，以此更进一步巩固儒
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正统地位。
而这一切都开始于儒家对士者从仕的问题关切。
　　一、身份的象征：从士到仕的道义性筹划　　儒家十分重视士者从仕的政治道德问题，这个问题
似乎涵盖了儒家政治道德的来龙去脉。
　　1.“士”。
何谓“士”？
古书有多义。
但这里限定为读书人。
《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日士。
”士为四民之一。
《觳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何休注：“士民，学习道艺者。
”《苟子·致士》：“国家者，士民之居也。
”由此看来，在春秋战国，士已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论语》中，孔子对这个阶层给予了强烈的
从政关切，由此也找到了儒家官德的整体性探讨与系列件研究的源头之一。
　　2.“儒”与“士到仕”。
要检讨这个问题，首先应厘清先秦时代士阶层的身份象征：“儒”。
　　在先秦，儒，应该属于“士”阶层。
而在春秋战国，儒又有自身特征。
综合地看，这样的说法比较符合儒学发展的真实情况：“所谓‘儒’，正是有知识、懂礼仪，并具有
独立人格与高尚品格的知识分子⋯⋯（他们）把目光由原初的以知识与礼仪服务于社会，进一步扩展
到济世治国，明确以政治与伦理方针干预社会现实，正是孔子以来之‘儒家学派’的新特点。
”在这儒者的身上，体现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就是“济世治国”的“入精神——“以政治与伦理方针
干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背景苄，究竟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方针”成为他们“干预社会现实”
的规则。
这一点，孔子作了始发性规定。
而孔子恰恰是从对“士”的原初性规定里找到了儒家官德理论往后发展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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