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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林》是高品位的大型学术连续出版物，主要刊载儒学及儒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儒学与现
代文明对话、儒学与现实社会互动的研究性论文。
 《儒林》以实事求是为圭臬，以兼容并蓄为宗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对儒学展开
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凡一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研究成果，我们都热忱欢迎。
 《儒林》将秉承儒家“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优良作风，立足山东，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力求成
为儒学研究者的良朋益友，成为学人展现自己智慧与才华的一块新园地。
     儒学，自孔子创始至今两千多年来，她浩浩荡荡，从古代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未来；从齐鲁走向
全国，从全国走向东亚，从东亚走向世界。
《儒林》是高品位的大型学术连续出版物，主要刊载儒学及儒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儒学与现
代文明对话、儒学与现实社会互动的研究性论文。
本书为第一辑，以实事求是为圭臬，以兼容并蓄为宗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对儒
学展开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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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走向普世价值的儒家伦理儒学研究不应抽象化儒学与哲学创新与回归人文信仰动态与儒学转型的
可能性儒林当兴读经之风”儒学应该向实用化方向发展比“新儒学”更新的儒学研究是否可能?郭店楚
简与儒学的人性论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四种“身体”——类型与议题儒学视域中的人与人之“在”
——以孔子为中心的考察儒家仁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孔子的仁道理想与中庸的协调机制唐君毅和
儒家民主观“李约瑟难题”与现代新儒学论处于解体危机中的儒教家族主义以及对新家族伦理的探索
熊十力与柏格森“儒分为八”的再审视“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从《论语》与古
“语”的相关性看孔门的知识资源与话语背景《论语》首章与《孔子家语屈节》篇——孔子政治命运
悲剧的两个诠释 论齐鲁儒生对西汉儒学发展的贡献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一贯问答》注释(上)《儒林》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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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儒家文化源于曲阜，深含地方色彩，有特殊性也有局限性。
历经两千多年的继承、变革、更新和汲取，儒家传统在前现代即已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
百余年来，由于数代人的努力，儒家的文化传统经过西化、现代化、后现代、多元化等阶段，逐渐被
世界认识、接受，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走出曲阜，覆盖中原，成为中国（乃至亚洲）一个主要思想学派，不断地影响着政治、经济
、家庭与社会。
它为建立东亚的礼仪制度，培养知识精英，影响民俗民习，监督政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群群既没有政治权势，又没有经济资本的书生，通过教育、转化、感悟，深刻地影响了无数中国及
东亚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生活行为准则，这一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含意深刻。
　　孔子选择了一条人世的人生道路，在夏商周三代数百年的文化积淀中，创造了一个以仁为核心、
以礼为内容的意义世界。
孟子、荀子及董仲舒继承、丰富了孔学。
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流派多元多样，脉络错综复杂，仁义礼智信（五常）已经成为儒学的主要价值。
汉唐以降，“五常”又传播到越南、朝鲜、日本东亚等国。
明清两代、越南王朝、朝鲜朝和德川幕府都是儒学大盛时期。
儒家的核心价值，在塑造了东亚知识人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如个人的身心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健康互
动、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及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等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世纪中叶，欧洲等西方哲学观念大量输入中国及亚洲之前，儒家思想是定义东亚伦理的主要传
统。
在过去的二十年，“亚洲价值”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儒家思想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讨论。
以儒家文化价值为主的“亚洲价值”，体现在当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地区、香港
地区、新加坡）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说明了儒家伦理在当代有旺盛的生命力与说服力。
“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价值，是广义文化中国的核心价值，也应当成为普世价值。
它可以与各种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启蒙所孕育的普世价值--理性、自由、法制、人权，与个人的尊
严等，进行对话交流，取长补短，造福人类。
　　没有同情的理性会成为冷酷的算计，没有公义的自由会成为私利的助缘，没有礼仪的法律会成为
控制的手段，没有责任的权利会成为掠夺的借口，不能与他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个人尊严将成
为空谈。
相反，有同情而无理性会成为滥情，有公义而无自由会成为强制，有礼仪而无法律会导致腐化，有责
任而无权利会成为压迫，只要求社会安定，而不强调个人尊严，会沦于专政。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林（第1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