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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3亿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在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而殚精竭虑。
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是现代化的全面复兴。
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灵魂的复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灵魂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的灵魂在哪里？
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传承、创新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文化学者们努力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文化）与中国
现代化的结合点。
张能为教授等人的这本著作就是这一努力的最新成果之一。
　　近百年来，中国先进的文化学者们努力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提取其现代性与世界性的价值，这也
正是本书所追求的。
任何现代都是传统的，任何优秀的传统也都应当是现代的。
本书对传统文化的开掘，没有沉湎于传统历史的全面陈述，而是选择了儒学发展的三个极具代表性的
重大关键性阶段一原始儒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一的核心问题做了多视角的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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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人类文化的全球化背景，尤其是从西方哲学文化的宏观视野下，多角度、多层面地探讨儒
学文化的价值判断与现代命运，就人的教育与培养、社会稳定与治理、儒学价值的现代落实与实践、
西学与儒学、儒学文化与东亚经济及社会管理、儒学精神与社会改造、儒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发展、
儒学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世界价值等问题进行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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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儒家学说的制度化及其内在机制    三、儒学的神圣化和宗教化  第二节　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学的
承续与发展    一、宋、元、明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四章　现代新儒：本体重建与价值实践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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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的传播、影响与未来世界价值建构附录：“由哲学达到的理想人生”——冯友兰对中国人生哲
学的一种西方式解读与重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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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儒学的价值判断与现代命运　　导论：儒学的价值判断与现代命运　　中国有着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延续数千年的儒学文化构成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当历史进入了现代社会的今天，人们回望、讨论儒学文化，诠释、演绎经典传统，是为了从历史走向
现在，更是为了从传统走向未来。
可以说，讨论文化，免不了要讲传统；要谈传统，也就免不了要讲儒学，近代中国文化讨论的几起几
落大都说明了这一点。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便无从谈起”。
《周易？
系辞下》中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天对儒学文化的一切研究都会最首要地归结到
对“传统儒学的现代命运”这个问题的思考上来。
　　第一节 文化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
合理的都是存在的”。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儒学定为一尊，其内在的根据和必然性已为悠久的历史所佐证，现代所关切的
问题是儒学还有无现代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予以落实和实践。
　　一、文化思想的价值取向：参照系问题　　要深人讨论这一问题，就必须确立一种立足点或者说
价值取向，因为参照系本身的客观性、充足性直接影响着对一种文化理论的评估。
过去对参照系的确定主要立足于时间和地域，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而且往
往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
我们认为，现代文化是人类所共有的一个文化概念，或者说一种新型文化体系，它不可能狭隘地局限
于某一特定地域、民族和时期，而是有其综合性的内涵；不是单项坐标系，而是多元结构的综合体；
既有发生上的多根系、发展上的多向度，又有结构上的多层面。
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参照系都无助于认识各不同文化系统的特殊性以及寓于特殊性中的
普遍性与一般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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