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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孔子对话--新世纪全球文明中的儒学》内容简介：在“创新”的声音喊得震天响的时候，上海文
庙管理处聚集的一批有识之士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儒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创新是时代的需要，是发展的前提。
“不创新，毋宁死。
”可是，任何创新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
假如说前人是100，那么，创新就是“100+1”。
没有研究过前人成果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创新可言的。
不了解前人的成就，而声称创新，那不是夜郎自大，就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现在人们的历史兴趣在淡化。
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殊不知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创新。
君不见在收入《与孔子对话》一书的论文中，不也有很多闪闪发光的新思想、新见解吗？
能否创新不取决于研究对象，而取决于研究者刻苦钻研的程度和思想解放的高度。

儒学是儒家的创造。
在儒学提出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在熠熠生辉。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和谐社会说一千，道一万，概括起来无非是人与社会互相融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老实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能从儒学那里得到借鉴，找到先声夺人的警句。
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不就是在提倡　　“和”吗？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看！
孟子把“人和”提到何等高的位置！

现在我们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现在有些人在把“以人为本”异化为“以‘己’为本”，歪曲为极端的利
己主义。
老实说，这种做法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开明。
《论语》里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请问：那些贪污受贿、挥霍无度、搜刮民脂民膏的达官贵人，你知道现在还有“连喷嚏也打不起”（
即感冒没钱看病）的贫困群体吗？
你“欲立”怎么就忘了“立人”了呢？
你“欲达”怎么就忘了“达人”了呢？
当前中国犯罪的一大特征是：家族犯罪。
对于一些犯罪的高官来讲，高官还在“双规”，尚未逮捕，而妻儿已经锒铛入狱。
为什么？
因为他们奉行的是“老子发财儿有钱”的封建血统论，而不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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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过去，是为了推动今天。
研究儒学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因此，《与孔子对话》一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古为今用，有助于和谐社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变成
光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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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儒学的现代意义 杨国荣  传统儒学在今天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这是一个现在不断被追问、而且以
后可能继续被追问的问题。
相应于现代化过程中科学的发展、民主体制的建构等历史需要，人们往往试图从器技、制度等层面探
讨儒学可能提供的资源，所谓内圣开外王，本质上也未超出此思路。
然而，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儒学固然曾融人体制化的存在，但其深层与普遍的内涵，似乎更具体地体
现于形上之域，对其现代意义的追问，也相应地需要从一个更形而上的层面加以展开。
 观念形态的文化系统总是以价值观为其内核。
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的深层意蕴同样体现于价值观。
正是价值观，展示了儒家的理想之境，内含了其评价准则，凸现了其历史特征，并作为稳定的思维定
势、趋向，制约着儒家文化的演进过程。
 从价值体系看，儒学固然包含多重向度，但其中又存在具有主导意义的基本原则，后者突出地体现于
仁道的观念之中。
早在先秦，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已提出了仁的学说，并以“爱人”界定仁。
孟子进而将性善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与仁政主张联系起来，从内在的心理情感与外在的社会关
系上展开了孔子所奠定的仁道观念。
在汉儒的“先之以博爱，教之以仁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宋儒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等看法中，仁道的原则得到了更具体的阐发。
 相对于儒家对仁道的注重，西方的一些哲学家似乎较早地考察了正义的原则。
柏拉图在《理想国》已将正义列为中心的论题。
按柏拉图的观点，就内在的德性而言，正义在于理性、情感、意志诸方面之间的合理定位；就外在的
原则而言，正义则意味着“干自己的事”而不彼此越位，这里既包含社会不应干预个人的要求，又有
个体之间应各行其事而不彼此干涉之意。
亚里士多德进而将正义理解为每一个体都能得其应得。
从正面看，得其应得也就是实现个体所具有的权利，其内核是对权利的普遍尊重和确认。
这种原则体现于主体间关系，则既表现为主体对自身权利的肯定，又展开为交往双方对彼此权利的相
互尊重。
正义原则总是涉及利益的公正分配。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西方哲学始终极为注重正义的原则。
这种原则对建立合理的主体间关系确实不可或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正义原则就难以建立健全的社会。
 不过，正义原则所体现的合理性更多地带有形式化的特点，它固然公正不偏，但又常常呈现出无人格
的、冷峻的形态。
较之正义原则，仁道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价值趋向。
仁道的基本精神在于尊重和确认每一主体的内在价值，它既肯定主体自我实现的意愿，又要求主体间
真诚地承认彼此的存在意义。
孔子以爱人规定仁，孟子以侧隐之心为仁之端等等，无不表现了对主体内在价值的注意。
这里不仅蕴含着人是目的的理性前提，而且渗入了主体间的情感认同。
现代化的过程诚然离不开正义的原则，但仅仅关注于对彼此权利的尊重，则往往很难使存在意义得到
充分的落实：当主体间只是一种权利关系时，人便片面地呈现为一种法理意义上的存在，而人是目的
这一规定亦常常因之而模糊，现代化过程所出现的种种负面后果，已在这方面对人们作了深刻的警示
。
在重建合理性、走向健全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儒家仁道原则无疑构成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它可以从价
值观的层面，提示我们时时以人本身为目的、并进而关注人的存在意义。
总之，合理的现代社会应当建立在正义原则与仁道原则的统一之上。
 仁道的原则既要求确认主体自身的存在意义，又要求通过主体间存在价值的相互确认而走出自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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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他者；因此，它总是逻辑地指向群己关系。
以肯定人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儒家注重成己与成人的统一。
成己意味着达到完美的人格，它所追求的，是人的自我实现；成人则蕴含着群体的关怀，它所体现的
，是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意识。
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已把自我的完善与群体的关怀理解为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
，而在两者的这种统一中，社会的认同与普遍的责任意识又具有某种优先的意义。
事实上，仁道原则与群体原则的统一确乎构成了儒家价值体系的重要特点。
相对于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注重正义原则的哲学系统，似乎更关注个体性的原则。
柏拉图的《理想国》已明确表述了如下观点：“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
”而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同时亦内含着对个体原则的肯定。
在近代以降的西方文化演进中，个体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它对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无疑产生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个体原则如果推向极端，亦往往容易形成自我中心等思维定势，并由此引向个体之间的紧张。
在这方面，儒家的有关思考多少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它所强调的群体原则诚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仁
道原则与群体原则相统一的思维取向，在经过转换以后，无疑有助于抑制现代化过程中自我中心等负
面的后果。
 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中，仁道原则同时涉及天人之辩。
对儒家来说，人的价值，首先是相对于自然的存在而言。
超越自然或本然的状态、化天性为德性，构成了儒学的基本要求。
不过，超越自然，并不意味着天与人的相分。
儒家在肯定人文价值的同时，亦注意到了人与自然的联系。
孔子已提出了“则天”的主张：“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论语．泰伯》)则天意味着对自然之道的尊重。
孔子曾让门人各言其志，并有“吾与点也”之叹。
(《论语．先进》)曾点所追求的，是一种天人相融的存在形态，孔子对曾点之志的赞赏亦体现了对这
种自然之境的肯定。
则天的主张与自然之境相结合，体现的是一种自然原则。
从这方面看，早期儒学已表现出统一仁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趋向，所谓天人合一，亦同时包含着对仁
道与自然的双重确认。
也正是在这方面，展示了儒家仁道原则与近代人道原则的不同特点：与人道原则多少蕴含着某种人类
中心的取向相异，仁道原则在肯定人的内在价值的同时，亦要求扬弃天与人的对峙，所谓“仁者与天
地万物为一体”便表明了这一点。
 相对于儒家的如上价值趋向，对正义原则的讨论，往往与功利原则联系在一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固然以正义为主要论题，但对正义的考察同时又始终围绕正义与利益的关系而
展开：它所追问的常常是“正义与非正义究竟何者更为有利”这一类的问题。
在这里，正义的原则似乎与功利的原则融合在一起。
对功利的这种关注在近代及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罗尔斯的《正义论》即把利益的公正分配提到
了突出的地位。
就天人关系而言，功利原则诚然可以成为征服自然的杠杆，但仅仅以功利的态度对待自然，亦往往容
易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已尖锐地表明了这一点。
以此为背景反观儒家沟通仁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理论进路，显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在现代的意义：
它所蕴含的统一天人的价值向度，无疑有助于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
                       P14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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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如何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其实，这些问题我们都能从儒学中等到借鉴，找到先声夺人的警句，例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古为今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创新。
因此，研究儒学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和谐社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变成光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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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孔子对话--新世纪全球文明中的儒学》：如何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构建和谐社
会？
其实，这些问题我们都能从儒学中等到借鉴，找到先声夺人的警句，例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古为今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创新。
因此，研究儒学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和谐社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变成光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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