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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重新发现儒家。
何以“重新”发现儒家？
当然是因为百多年来，关于儒家，一代又一代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造就了诸多误解、曲解，也即迷
思。
这些误解、曲解不仅支配着思想学术界，更通过大众传媒和现代教育体系，塑造青年学生的文化与历
史认知，进而塑造了普通民众的文化与历史认知。
据此，国人，尤其是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精英人士普遍相信，儒家无助于中国的现代转型。
更有很多精英相信，儒家妨碍中国的现代转型。
温和者据此而疏远儒家，蔑视儒家，遗忘儒家。
激进者更进一步，猛烈地抨击儒家，必欲毁之而后快。
此种破坏、毁弃，首先发生在知识分子占据的观念、学术、教育等领域中，二十世纪中期则发展成为
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进而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
由此，中国陷入学统、政通与道统的严重对立中。
经此百年批判、破坏，儒家已濒临灭绝，命若悬丝。
然而，中国社会并未如全盘性反传统知识分子所许诺的那样，进入“美丽新世界”，反而比任何时候
都糟糕：道德崩溃、人心焦虑、社会失衡、秩序解体。
反过来看，同为中国文化沁润，而未经激进反传统冲击的台湾、香港地区，反而顺利地完成现代转型
，社会基础性秩序亦比大陆好很多。
仅此一事实即足以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儒家：重新认识儒家的现实意义，进而重新认识儒家的历史意义
，最后重新认识儒家本身。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事实，或者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面对、承认这一事实，及由此事
实所得出的结论。
这不难理解。
世界是什么，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看世界的人的眼睛决定的。
百年来诸多流传广远的关于儒家的误解、曲解，已成为所谓的“常识”，在知识分子、在接受过一定
教育的民众中根深蒂固，习焉而不察其荒唐无据。
这样的先入之见妨碍人们理性地面对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儒家。
由此，人们也就无法理性地面对现实，以及更为合理地想象未来。
相反，受先入之见支配的人们想象出种种离奇的解释，逃避自己改变对儒家荒唐看法之情感、知识重
负。
比如，在传统已荡然无存之今日，面对现实的不合理，知识分子仍将其归因于儒家。
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竟然是更深入地反儒家、反传统，尽管在他们身上，在他们所抨击的人身上，
已无丝毫儒家的影子。
在今日，咎儒已成为一种推卸思考责任的思想习惯。
故此，打破百年来流传广泛的关于儒家的诸多“常识”，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正本清源意义，亦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中国人更理性地寻找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方案。
本书挑选百年来关于儒家流传最为广远、最为严重妨碍人们准确认识儒家的十余种误解、曲解，逐一
予以剖析，以此揭去几代激进知识分子覆盖于儒家之上的污泥烂水，重新发现一个真实的儒家，闪耀
着优雅而高贵的智慧光辉的儒家。
为此，我会引用儒家古典文献，追溯诸多迷思之脉络，以阐明儒家相关概念、命题的真实或完整含义
。
经由这样的工作，读者当可发现，现代人对儒家的很多误解、曲解，或者源于望文生义，或者出自断
章取义，或者来自对概念、命题所在文本、文献思路、脉络的不理解，或者出于对传统中国治理架构
的不理解。
然而略加分析亦可发现，现代人形成的关于儒家的种种迷思，又直接源于其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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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解、无知。
过去一百年来，国人都是通过西方之镜看待中国的，诸多关于儒家的迷思乃是中西思想、文化、制度
扭曲性对比的产物。
 受强大西方的刺激，十九世纪末，国人开始产生建立现代国家的意愿。
当时的士大夫、后来的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思想与制度。
他们看到中西之间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对其产生极大的精神震撼。
中西差异当然是客观事实，精神震撼则让他们对此事实做出扭曲反应：科学啊、民主啊，都是传统中
国所没有的，故西方现代完全不同于中国。
而中国应以这样的现代价值、制度作为自己转型的目标。
以此现代性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当然全错了。
而儒家塑造了中国，那么，儒家也就全错了。
然而现在看来，现代知识分子用以否定儒家、传统治理的现代性标准，本来就是肤浅的或扭曲的。
现代中国有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对西方有深入理解的学人、法律人，在大众舆论中通常没
有多大影响力，因为他们不善于以文学化语言讨论公共问题。
相反，最极端地反儒家、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通常总是十分肤浅的。
因为肤浅，他们总是倾向于夸大中西、古今之间的差异，从而形成激烈的反传统的心态。
同样恰恰是因为思想、观点之肤浅，他们在课堂和大众媒体上可以拥有很多粉丝，他们以漫画化的手
法描述中西、古今之异，以文学化的笔法讨论公共的文化与政治问题，更容易为学生、为中产阶级读
者所接受——这就构成所谓“启蒙”。
启蒙一定是通过简化世界而展开的。
当代中国人关于中西文化、古今价值不同乃至对立的认知，就是简单化、漫画化的。
举个例子：百年来，启蒙知识分子一直对公众念叨说，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伦
理基础。
这样的论断既堂皇地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中，也随意地出现在网络辩论中。
据此，知识分子对儒家做出判决：儒家是集体主义的，因而是落后的、反现代的，应当抛弃。
然而事实上，这样的看法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严重偏颇的，至少托克维尔、哈耶克这两位在国内学
界享有足够影响力的西方思想人物，都明确抨击启蒙知识分子所奉以为西方现代之本的个人主义，并
指出现代社会更深层次的伦理基础。
大体而言，启蒙知识分子较为严重之偏颇在于，长期以来受法德思想影响较深：知识分子之启蒙观念
本身就是法国式、德国式的，唯理主义、科学主义与此密切相关。
当然，过去三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目光转向美国，但过多关注当代美国，由此所得之观念，亦未必有
助于理解现代性与古典性。
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分子的认知是不全面的。
基本上，启蒙知识分子仅注意到现代性，也即从古到今之变易的部分，而忽略了变易的表面下不易的
部分，也即古今保持连续性的部分。
他们过分强调了中西之异，古今之别，但实际上，单靠现代性是不足以维持一个完整的现代社会秩序
的。
一个可运转的现代秩序一定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综合，是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混合、合作、平衡。
因此，构建现代秩序无须从根本上颠覆古典性，而是在古典性之外叠加一些现代性。
当然，此一结构变化会对古典性构成一些挑战，但两者绝非全面地相互排斥、彼此替代的关系。
英美两国的现代转型，都是如此。
但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们拿纯粹的现代性来衡量儒家，儒家当然一无可取。
因此，重新发现儒家，就不能不重新发现现代、重新发现西方现代社会秩序的基本构造。
本书固然致力于重新发现儒家，但也在一定意义上投入重新发现西方现代社会秩序的事业，以此重新
评估儒家，肯定儒家。
借助于重新发现现代而重新发现儒家的结果是，儒家从其与现代性的对立关系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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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发现了一个与现代性大体兼容的儒家。
儒家既不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批评的那样落后，也不是现代知识分子所遵奉的那种现代性。
儒家常在两者之间、之上，儒家持守中道。
儒家呈现了社会秩序的常道，也因此，儒家具有永恒价值。
儒家未必都是现代的，但儒家不会妨碍各种现代性制度的建立。
儒家将支持基础性社会秩序，并对最为根本的现代性制度提供支持。
同时，儒家也会对某些现代性予以节制、约束，从而保持诸力量的平衡，维持文明的秩序。
此一发现的现实政策含义是，大陆完成现代转型，与回归儒家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当然，
从中国文明自身演进的角度看，这一回归也是必须的。
中国必须接续道统，具体地说，就是接续和弘大儒家。
由此可以复建君子群体，复建各种社会组织，从而复建社会基础性秩序，进而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
当然，既然所有这些事业都是在开放环境中展开的，自当借用西方的价值、技术。
但是，这既然是在中国展开的，则其复建与构建过程一定是“中体西学，资相循诱”，而“中体”必
以儒家为本。
重新认识儒家，意义重大。
本书形成于我正在从事的规模较大的研究计划，即《华夏治理秩序史》的思考与写作。
该书旨在重写中国历史，探求华夏治理之道。
初步计划为五卷，目前已出版前两卷：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海南出版社，2012年1月）。
随着写作的展开，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的历史：孔子删定六经，
总结三代，以其中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念塑造了此后中国人的价值及中国最为重要的制度。
因此，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关键，就在于重新认识儒家。
当代中国能否建立优良治理秩序，也取决于能否正确地认识儒家，从而正视儒家，进而回归儒家。
本书正是在这一认知的驱动下完成的。
目前看，重新发现儒家的研究将分两部分：眼前这本书针对百年来形成的对于儒家之种种误解、曲解
，逐一为儒家辩诬。
我已在写作另一本书，重述孔子以来儒者之故事，以呈现儒家另一面貌。
未来在这方面也许还会继续写作。
书后另附2011年我与三位师友之论辩文章。
这三次论辩对我写作本书有过鞭策作用。
我试图发现自己心目中真实的儒家，不敢指望人们全部认可。
我的看法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偏见。
但我仍写下这些篇章，因为我有一个渺小的希望：经过百年风雨，知识分子该有一点面向儒家、面向
中国历史之真相的智慧，以及最为重要的，反思百年认知错误之勇气。
面对儒家，知识分子当然不必人人做到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所说的“温情与敬意”，但至少
，他们当摒除已被证明荒唐的偏见。
我也希望读者诸君在阅读本书时，暂时放下成见，以平实、理性的态度看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
是的，让我们都以敬慎、谦卑之心面向“道”和“理”吧。
姚中秋壬辰仲夏定稿于京中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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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新发现儒家》深入历史原典与社会生活实践，结合西方文化，揭去20世纪以降几代反传统激进知
识分子覆盖于儒家之上的种种误解、曲解，带领读者重新发现一个真实的儒家，闪耀着优雅而高贵的
智慧光辉的儒家。
重新发现儒家的现实含义是，大陆完成现代转型，与回归儒家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
从中国文明自身演进的角度看，这一回归也是必须的。
中国必须接续和弘大儒家，由此可以复建君子群体，复建各种社会组织，从而复建社会基础性秩序，
进而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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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中秋，笔名秋风，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基金理
事长。
目前致力于研究儒家义理、中国治理秩序史。
译著十余种，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二卷，《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中国变革之
道》。
另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出版《政府的本分》、《寻找中道——当自由遭遇传统》等时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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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新发现儒家》编辑推荐：胡适、鲁迅、毛泽东、于丹⋯全都讲错了，《重新发现儒家》还你一个
为天下苍生谋民主、谋幸福的真实儒家！
重新发现儒家，重新找回公正和快乐，比《于丹论语感悟》、易中天《中国智慧》更亲切可读的国学
力作。
国富民穷、维稳悖论、群体性事件频发⋯⋯如何解决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
儒家给我们指出光明之路。
认识你自己，始于认识儒家。
重新认识中国，始于重新认识儒家。
儒家会让我们过有追求、有根据、有底线的快乐生活。
读懂真实儒家，读懂古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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