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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陈来先生积极参与了文化儒学的现实实践活动，对于时代作了深度的回应和
思考，他是当代儒学的代表。
 他关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与现代世界的思考代表了当前大陆儒学发展的趋势 。
本书是陈先生三十多年来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本书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儒学与现当代”、
“古典儒学新诠”、“论现代新儒 家”、“国学论衡”五个方面全面展示了陈先生的文化观、儒学观
和国学观，展现了儒家思想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和在实践智慧方面作出的新探索。
 本书选编虽多为“断章取义”之作，但都是开门见山，可以说是陈来先生三十年来儒学思想的荟萃，
在当下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尤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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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陈来先生儒学思想访谈录（代序）
第一部分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五四”文化批判的基本偏失（1987）
传统思想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1987）
论“五四”激进功利主义（1988）
东西古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1988）
内在价值的普遍性与连续性（1988）
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1988）
“五四”儒家批判的历史评价（1988）
“文革”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1991）
“后文革时代”的文化激进主义（1991）
困境意识与相互依赖——评墨子刻《摆脱困境》（1992）
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贝拉《德川宗教》读后（1997）
和而不同，多元共存（1998）
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评于连《迂回与进入》（1999）
世纪之交话传统（1t999）
现代性与传统性中的中国哲学（2002）
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2005）
文化全球化：变“西方化”为“世界化”（2005）
价值的多元普遍性（2005）
启蒙反思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新阶段（2010）
启蒙价值不能完全否定（2010）
启蒙主义运动与保守主义运动平行发展和良性互动（2010）
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西方化问题（2010）
什么是现代化?——东亚之行随笔（2011）
中华文化历来重视文化传承（2011）
文化传承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意义（2011）
追寻“继续启蒙”和“反思启蒙”的平衡（2011）
“东西”之外，还有“古今”（2013）
儒家能否提出一种新普世价值（2013）
结构论视域下的多元普遍性（2013）
第二部分 儒学与现当代
未来儒学发展，不需要高度思辨的哲学运动（1987）
儒学的泛道德化问题（1988）
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1988）
儒学的重新定位（1988）
儒学应为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来源（1988）
儒家思想与现代性（1994）
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1994）
世俗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的初级阶段（1994）
儒教与市场工具理性（1994）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1996）
先秦儒家比较接近自由派（1996）
儒家可以接受怎样的人权话语（1996）
儒学在现代中国遭到全面放逐（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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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近现代为何不断受到关注（1997）
近现代儒学的困境（1997）
儒学并未死亡（1997）
亚洲价值（1998）
宋明仁说的生态面向与现代诠释（1998）
儒士与专业化知识分子（2002）
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2005）
民间草根在中国文化热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007）
儒家社会实践的新考验（2007）
孔子与当代中国（2007）
中日韩三国儒学的个性（2007）
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2009）
儒家与基督教的核心价值及当代意义（2010）
20世纪儒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意义（2010）
大学与现代儒学发展（2010）
现代教育与儒学教化（2010）
儒家的治国思想（2010）
儒家的人生观（2010）
儒学与当代中国（2010）
儒学在20世纪遭受到四次大冲击（2011）
百年儒学的五次自我建构（2011）
儒家与本土宗教的会通（2011）
孔子塑像立在国家博物馆是积极的（2011）
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与儒学复兴（2011）
儒学复兴的运势（2012）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2012）
当前新儒学的三种存在方式（2013）
儒家的身体意识与当代器官捐献伦理（2013）
第三部分 古典儒学新诠
儒家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问题（1987）
儒家伦理的体与相（1988）
经典与权威（1989）
圣人与道统（1989）
经典与解经（1989）
价值与传统（1989）
蒙学与世俗儒家伦理（1994）
韦伯忽略了世俗儒家文化（1994）
“和”的五个层次（1994）
以和为用，以仁为体（1994）
近代以来的原儒说及其研究反省（1995）
原始儒家经典中的上帝观（1998）
儒家思想与“内在超越”（1998）
儒家经典体系的三个阶段（1998）
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1999）
古典儒家“礼”的六种意义（1999）
“礼之本”与“礼之文”（1999）
礼的精神（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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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性格和表现（1999）
宋明礼学与古礼的历史演变（1999）
礼的社会模式（1999）
“礼”作为国家间交往准则的意义（1999）
孔子与早期儒家伦理的特质（2002）
“好学”的重要性（2005）
道的追求始终是君子之学的目标（2005）
圣人可学（2005）
为己之学（2005）
成人之道（2005）
古典教育的共通宗旨（2005）
儒家教育的根本目标（2005）
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政治特点（2006）
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主题：天民合一（2006）
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主题：天德合一（2006）
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主题：天礼合一（2006）
人性说在儒学传统中的地位（2008）
朱熹与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2009）
船山学与宋明理学的关联（2009）
什么是儒家文化（2010）
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2010）
孟子德性论（2010）
朱子学的现代意义（2011）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2011）
第四部分 论现代新儒家
冯友兰文化观的建立与发展（1992）
马一浮哲学的体用论（1993）
新理学与现代性思维的反思（1994）
梁漱溟与韦伯中国文化观之比较（1994）
冯友兰哲学中的神秘主义（1996）
梁漱溟的权利观与伦理观（1998）
梁漱溟早期的文化观（1998）
梁漱溟是儒家色彩的社会主义者（1998）
梁漱溟的思想是进步的（1998）
梁漱溟是“五四”精神的一部分（1998）
冯友兰论情感（2000）
评熊十力的哲学（2000）
熊十力哲学的意义（2002）
儒学护法张岱年（2004）
冯契哲学的特点（2006）
梁漱溟与密宗（2009）
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2013）
第五部分 国学论衡
90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1994）
“国学”与21世纪中国（1994）
国学热与国学研究（2007）
“求新的世界眼光”造就了清华国学研究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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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清华国学院“中西融合”的文化观有待发扬光大（2009）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2009）
“国学”观念的嬗变（2009）
“国学”概念的三种意义（2009）
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演进的三个阶段（20{）9）
国学研究背后的文化观很重要（2009）
冯友兰与后国学院时代的清华文科（2009）
张岱年与清华国学院的文化观是一致的（2009）
胡适国学研究的局限（2010）
如何看待国学热（2010）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2011）
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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