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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绪论　　孔子删定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尽在其中矣。
孔子以之教授子弟，而成儒者之学，并造就儒家。
　　战国、秦、汉初之治理几乎完全依靠智、力，而有一个道统的悬空期。
但经由儒者持续努力，到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儒家广泛参与私、公生活各个方面制度之塑造，形成
儒家式治理秩序。
此后之华夏、中国、中华，就是儒家的华夏、中国、中华。
　　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现代化过程，也未能改变这一点。
笔者著《现代中国立国之道》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发掘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先后相继之
保守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其根本立场就是以立宪为中心，透过建立现代国家，赓续中华文明。
孙中山先生即明确肯认自己的事业之思想基础，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续不绝之道统，而予以
发扬光大。
　　换言之，二十世纪中期之前的现代化过程大体上乃是儒家文明之“新生转进”：中国逐渐在各个
领域、各个层面初步建立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并未刻意破坏儒家价值和社会组织。
由此，儒家式现代秩序就处于形成过程中。
在台湾，我们已可看到这个儒家式现代秩序之较为成熟的形态了：这是现代的，但也完全是儒家的。
　　在大陆，情况则大不相同。
上个世纪中期，儒家遭遇毁灭性打击。
儒家价值被系统地颠覆，经过不断的意识形态宣传，官、学、商精英群体对儒家本能地秉持反感、仇
视立场。
尤其致命的是，由儒家价值凝聚二程的基层社会组织被系统破坏，儒家士君子或者绅士群体不复存在
。
　　国家权力摧毁儒家秩序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实现现代化。
只是，这个目的并未达到，而此后的现代化过程则充满扭曲——今天依然如此，政府与民众都富裕了
，但对于社会秩序，人人皆不满意。
　　不过，儒家式秩序并没有被全盘摧毁。
就在这混乱背后，这个秩序正在恢复、扩展。
过去三十年来，由于权力控制力度放松，大陆各地、各领域皆出现了传统之复兴，儒家之复兴，尽管
程度不等。
整体上，大陆经济之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儒家价值及其制度的恢复：私人产权制度、私人企业
、契约意识都是传统的制度，儒家对此也都持支持态度。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儒家制度在乡村社会有所恢复，比如，宗族恢复，并参与乡村社会治理。
有趣的是，这种复兴恰恰伴随着乡村的现代化过程。
同样，富裕了的城市中产阶级，包括企业家群体，对儒家的态度也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与此同时，思想界对儒家的态度也在变化。
　　历史在往复。
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现代化之正道就此已经敞开，其最终的目标将是成熟的儒家式现代秩序。
这个目标本来是由中国文明之内在属性所决定的，也曾经自然地展开过，其间一度偏离，现在则部分
地回归。
　　笔者有幸成为这个儒家式现代秩序生长之见证者——它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事实，就在那儿，
虽然并不壮大显明，惟在你是否愿意看到它。
在此过程中，若有所思，形成了这本小书。
说它小，是因为我之所观、所思只是一些片断，而尚无一个完整的逻辑贯穿之，这只能待之于未来了
。
　　本书首先略为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儒家与现代是否相容？
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文化情感——扭曲的文化情感——问题了，而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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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知识上的论证问题。
我在此前讨论“改革”问题的经济学思考中找到了一个论证进路，本书“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
代秩序”篇完成了这样的论证：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经济最为发达，社会治理最为优良，恰恰因为这个
地区儒家文化保存最为完整。
儒家式现代秩序在这些地区的发育相对最为健全，尽管还远没有成熟。
　　这个事实清楚证明儒家与现代的兼容性，证明儒家式现代秩序之可能性与正当性。
据此，我们也就可以对那些无视甚至故意背离儒家的所谓现代价值与制度构造，作处较为理性的评估
。
总体上，本书对此持批评态度，有一两篇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不过，本书的主要篇章是探讨性的、构想性的，也即：重新发现、阐释儒家义理，以构想儒家式
现代秩序生长的可能方向、路径。
笔者认为，这是当代儒家所必须面对、勇敢承担的文化和政治使命。
　　历史上已有过几次秩序重建期，汉儒、宋儒都是因应这个大问题而形成各自思想范式的。
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现代儒家也是为了因应这个大问题，而对儒家思想进行再阐释，
提出了现代秩序构建之道。
后来兴起的“现代新儒家”，用张君劢先生在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的话说，其基本取向是“新宋学之
复活” ，以牟宗三先生之学为代表。
蒋庆先生则接续康氏传统，高举政治儒学，倡导儒教国教化，由此而推动了“新汉学之复活”。
　　这些思考虽各有偏向，但在总体方向上大体上一致的，那就是重建秩序。
笔者希望立基于前贤之努力，更为明确地以儒家价值面对整体性的现代秩序构建问题。
由此，所应思考、处理的问题也就异常繁复，可能涉及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学。
儒家不是宗教，尽管其中包含着宗教的成分。
《论语》开篇即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学乃儒家之本。
但是，儒学又不是西洋式哲学，尽管其中包含着哲学的成分。
以孔子为典范，儒者就是以合理秩序为志业之君子，儒学就是治理秩序之学。
此处之治理，始于治心，经由治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
汉代的经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乃至康有为之学，皆为治理秩序之学，或可以 “道学”概括之。
　　也正是这一特征，导致现代儒学之困境：现代教育、知识体系出现之后，此一道学传统迅速衰败
，到二十世纪中期则完全中断。
当下中国主流知识体系完全是外来的，或者来自欧美，或者来自日本，或者来自苏俄。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之外来性质，对于社会治理并无影响，而直接面向社会治理之人文、
社会科学之学的外来性质，则俱有重大影响：它们皆与华夏之道不相干，因而对于中国的现代秩序之
构建，要么没有作用，要么是扭曲作用。
比如，所有这些学几乎都有深刻的反儒家倾向和物质主义倾向等。
　　当代儒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外来的所谓现代的知识霸权体系中，接续、扩展
道学，并为面向中国之现代治理秩序的人文、社会科学提出普遍的预设——也即关于人性、关于人际
关系之特定模式的普遍性命题，由此引导现代知识体系找到进入中国的现代秩序构建之正途。
　　第二，君子。
儒家既非仅仅关注于个人德性，也非仅仅关注于政治。
相反，儒家之学的宗旨在于养成士君子。
这些士君子进一步养成基层社会的绅士。
士君子、绅士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起、组织治理活动。
这种治理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领域的自我治理，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乃至于立宪性质的制度变革。
此间贯穿如一的主体都是儒家士君子。
《中庸》云“为政在人”，也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在儒家的社会治理思考范式中，秩序混乱通常是因为既有的领导群体之败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式现代秩序>>

面对这样的秩序混乱，儒家的第一反应是重新养成士君子，唤醒其道德理想主义。
孔子应对封建的礼崩乐坏的策略固然如此，汉儒、宋儒重建秩序的努力，也都可归结为在变化了的文
化、社会、政治环境中，借助于新的“学”，更为有效地养成一批君子。
　　今日儒家同样面临养成君子之大任。
二十世纪中国转型之难题在于：城市化导致读书人集中于城市，乡村士绅群体消失，出现了“现场治
理者”匮乏的局面，此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即被人们普遍感受到而今天愈益严重的乡村衰败之根源。
另一方面，在城市，商人、专业人士等新兴社会主流阶层缺乏道学之教化，不能自觉转化为君子，因
而城市基层社会同样缺乏现场治理者，而听任权力支配。
　　儒家式现代秩序之成熟、扩展，有待于首先养成士君子，再由他们在新兴主流阶层中养成相当数
量的绅士。
由此，基层民众才能被组织起来，实现自我治理，自行生产和分配公共品。
而这是儒家式现代秩序之基础，儒家必须承担起这个使命。
　　第三，礼乐。
身体是需要治理的，人是需要治理的。
个体的自然的生命是“质”，礼乐“文”，文约束人，因而构建人，文构建合宜人际关系，因而构建
社会。
如《礼记&#8226;；乐记》所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
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
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
此大乱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
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
正交接也。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
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礼的作用不是消灭欲望，而是节制欲望、激情、情绪，从而塑造健全的生命，也塑造合宜的人际
关系，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礼乐就是覆盖生活之方方面面的规范，“文质彬彬”才有文明可言。
　　因此，历代儒家皆措意于礼乐之制作——周公固然为古典时代制礼作乐，孔子也为后古典时代制
礼；汉儒制礼，宋儒同样为一个更加平民化的世界制礼。
比如，在我看来，朱子最大的贡献其实在其《家礼》。
正是这种礼乐，让平民化的社会获得了秩序。
　　当今中国也许处在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状态。
这固然是因为，社会结构之平民化更进一步，又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但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中
期，权力对自然地镶嵌于社会脉络中、从而塑造社会的礼乐，进行了刻意的破坏，令几代人的心灵趋
向蛮荒。
今日中国已“富”，但人们普遍的存在方式是“野”，如此就需要“教”，需要“文”，也即需要礼
乐之重建，需要构建适应于当代社会政治情势的合宜的生活方式。
因此，当代儒家重新制作礼乐的任务极为紧迫，而又极为繁难。
儒家若不能承担这一工作，则儒家不仅会边缘化，中国人也无法过上文明的生活。
　　第四，共同体。
儒家之学是治理秩序之学，而治理的关键是人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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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组织起来，在特定的共同体中生活，方可高效地生产和合理地分配公共品。
　　儒家兴起于封建的小型共同体崩溃之际，其基本指向就是养成君子，以发起平民社会中的共同体
，领导和维护这样的共同体。
儒家所设想的共同体实有两种基本形态：第一，基于血亲关系的家庭、宗族。
孔子、尤其是曾子一系强调“孝”，强调父子、夫妇、兄弟之义，就是为了强化这种熟人社会共同体
的联结纽带。
第二，陌生人之间的会社，最典型者为儒生自身的组织。
通过师徒关系、同门关系，本来生活在遥远地方、彼此陌生的儒生，组成一个庞大的精神、文化与政
治共同体。
　　历史上，儒家对中国历史之最大贡献恐怕也正在于，在经济社会状况发生剧烈变化或者蛮夷冲击
而致社会结构解体之后，借助于养成君子，重建基层社会的共同体。
比如，汉儒构建了士族主导的宗族，宋儒构造了平民绅士主导的宗族。
这样的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精神共同体，也是生活共同体。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由士君子、绅士领导，借助于礼乐，民众相互之间建立起合宜的关系，以低廉的
成本合作生产公共品。
由此，基层社会实现自我治理，普通民众的心灵也得以安宁。
人们纳入到稳定的共同体中生活，这是优良治理之基础。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人的共同体形态已开始了其新生转进，也即传统的共同体形态因应平等化
、工业化、城市化三大变化，而开始调整。
但二十世纪中期，在大陆，这一过程被人为中断，权力试图强力摧破传统的共同体，直接统治每个人
。
这一努力最终失败，而既有的共同体已然遭到严重破坏。
　　于是，当代儒家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须在传统的共同体形态自然恢复的同时，引导其实现新
生转进。
比如，儒家乐观宗族之恢复，但同时，也不能不思考宗族如何因应平等化、工业化、城市化大趋势而
进行制度创新，乃至于构想城市中产阶级可接受的新的共同体形态。
中国社会如果不能生成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形态，个体的生命终究是飘荡的，人际关系终究不能正常化
，基层社会终究不能建立基础性秩序，则优良治理秩序就无从谈起。
　　第五，政体。
礼乐、共同体形态可塑造社会基础性秩序，在此基础上，儒家也需面对政体问题。
权力对于治理秩序具有重大影响——经常具有毁灭性影响。
相比较而言，古代中国之基层社会治理相当优良，上层政体设计则存在严重不合理处，从而导致社会
整体治理经常趋向败坏，乃至混乱。
　　康有为等现代儒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其主要的理论思考和治理实践就是立宪——通
过建立法治、民主、权力制衡等现代宪政制度，控制权力之滥用，构建更为理性的政体结构。
这样的努力自成一个成就斐然的保守—宪政主义传统。
今日大陆儒家当接续这一传统，秉持儒家价值，深思古圣先贤治理之道，学习西人宪政治理技术，推
动法律与权力之理性化。
　　上述讨论了当代儒家所面临的使命。
儒家恰当地承担这些使命，就能获得生命力，而稳定的现代秩序也将在中国最终形成、成熟。
儒家与中国的现代秩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两者中缺任何一个，都残缺不全，甚至丧失生机。
这就是我讨论儒家式现代秩序的用意所在。
　　最后说明一点，读者诸君或许已经注意到，我一直使用“儒家”这个词，只是在“学”的论域中
才使用“儒学”一词。
是的，儒家从来不是西洋式哲学，也不是知识，也不是宗教。
《论语&#8226;；宪问篇》记孔子云，君子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儒家以学起步，养成德行与治理技艺，成就君子，君子治理社会，乃至创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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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儒家的完整形态。
儒家自身恢复其完整形态，是它发挥恰当作用之前提。
　　后记　　2011年我发起召开“儒家与现代社会治理”研讨会，发起辞中有这样一句话：　　儒家
并未、也不可能“博物馆化”，而必将参与现代中国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
此乃儒家之天命所在，亦为中国之天命所系。
　　这几年来，我所念兹在兹者，正是儒家如何参与中国的现代治理秩序之塑造与再造，而我相信，
中国最终将生成“儒家式现代秩序”。
本书各篇对此一宏大秩序的若干面相略予讨论。
　　本书各篇最初太半发表于《文化纵横》杂志，感谢该刊主编杨平先生、执行主编高超群先生，若
没有他们邀约，我未必会思考这些问题，撰述这些文字。
惟有在收入本书时，有所订正。
　　“儒家式现代秩序”是我的梦想，本书只是一个最为粗疏的开端。
“任重而道远”，以此自勉，也与同道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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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乃是华夏之道的承造者、阐述者。
因此，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维护、扩展，儒家必然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
　　新民说《儒家式现代秩序》各篇尝试运用儒家义理构造中国的现代社会治理秩序，分别讨论了儒
家式慈善等社会自治制度建设，现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儒家式现代公民也即君子养成，儒家式现代
政治哲学，儒家式宪政之道等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
　　笔者回到儒家，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始终瞄准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造问题。
在方法上，既超越心性儒学，也避免儒家原教旨主义，而致力于儒家与现代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之相
互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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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秋风，实名姚中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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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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卷上 君子第一篇 儒家复兴与中国思想、政治之走向第二篇 儒法传统与信任重建第三篇 仁、慈善
与共同体感：论儒家慈善观第四篇 论国民精神秩序之重建第五篇 论大国的德性：春秋霸主政治的启
示第六篇 君子养成与文明复兴卷下 制度第七篇 儒家法律观发微第八篇 法律与道：找回法律的中国性
第九篇 论儒家式多中心治理秩序第十篇 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第十一篇 人民儒学发微第十二篇 钱塘江以
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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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家乃是华夏之道的承造者、阐述者。
因此，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维护、扩展，儒家必然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
　　秋风编著的《儒家式现代秩序》各篇尝试运用儒家义理构造中国的现代社会治理秩序，分别讨论
了儒家式慈善等社会自治制度建设，现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儒家式现代公民也即君子养成，儒家式
现代政治哲学，儒家式宪政之道等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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