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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命是复杂的，需要、追求和标准都是多方面的，但活着、活下去并在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展延
续自己，是生命体最本能最自然的要求。
文化生命同样如此。
如何使得文化生命获得健康畅达的发展，在尽量吸取外来养分的同时，更好地壮大自身，在适应时代
条件、现实要求的同时，使自己一以贯之的精神得到创发和张扬，尽可能多地获得生命活力，这应该
是众多学人系念于心的问题。
在儒家与现象学的分合之际去论证生活儒学的可能性，从道与政的关系中把握中国政治演进的规律，
从对殷商时代宗教神灵谱系的梳理来考察中国宗教精神，以康德哲学来参证孔子仁学实践理性的精义
，对东西方不同特质的个人主义进行比较，从金融学角度来观照儒家文化的得失，立足于艺术思潮来
探讨复古以开新的文化实践，儒家与基督教就共同关切的问题展开对话、斟酌异同，直面儒学的危机
去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并重建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如斯种种，反映出学人们在中西古今的张力中
探察儒学生命的旧影与新踪、往鉴与前景的多向度尝试和努力。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干的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结构、多维面向的生命体，在历史上承担了血缘
纽带、人文教化、政治认同、终极关切等功能，在进入现代情境之后，有些功能在弱化，如家庭、家
族方面，有些功能在转换，如政治认同方面，有些功能则待开发，如教育、身心安顿等。
对于这样一个与民族生命紧相焊接的生命体，《原道》不愿做本质主义理解和教条式的持守，而倾向
于从生命体之丰富性、复杂性和立体感上去加以体察和分析。
本着因时损益的原则，主张眼光向下面对既定事实、适应现实条件，在变换的情境中去历史地、具体
地把握生命体的正当要求、可用资源和回旋余地，争取生存空间和历史合理性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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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主要介绍了热点访谈、儒教问题、思想与学术、对话与评价、古典新途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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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儒教是教非教的再讨论 李向平　　【内容提要】“儒教是否为宗教”的几十年争论，焦点集中在
儒教是否有一个至上神，是否存在以此为中心的宗教制度或组织。
实际上，即制度即分散的社会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儒教的关系主义宗教模式，进而摆脱了以至上神
为核心的宗教定义方式，决定了儒教的宗教性表达形式，不像基督教那样，具有一神教排他性而予以
制度化。
因此，儒教既有对现实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亦有个人信仰者的弥散型道德讲求。
其大，可囊括天下；其小，能独善其身。
这就建构了中国儒教的社会学意义。
　　【关键词】儒教关系主义宗教模式　　对于中国宗教，尤其是对中国儒教及其与中国社会关系的
认识，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特别是在以儒教对应于基督教信教伦理等问题的时候，这个联系尤其紧密，同时也涉及儒教是否是宗
教的问题。
如果儒教不是宗教的话，那么，这种对应式的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呢？
因此，对于中国儒教是否为宗教、它的社会特征如何的讨论，自然与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紧密相关
。
　　一、儒教构成的单向性问题　　“儒教是否为宗教”的学术争鸣，源自五四，却肇始于1978年底
，在中国大陆无神论学会成立的大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首次
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
1979年他去日本访问，写有一篇学术报告《儒学与儒教》。
这篇报告后经补充改写，以《论儒教的形成》为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一期。
任继愈关于儒教是宗教的提法，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的流行观念。
继而在20世纪80年代，任继愈在他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研究室
，发表了一系列以儒教是宗教为中心的论著，详细地展开了“儒教是宗教”的论述。
这些研究触及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并由此而开始了一场历时20多年的学术讨论，极大地丰富
了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儒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有没有宗教，儒教是不是宗教，在古代中国本来不是问题，但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之后
，这个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
五四以来，崇信科学而并推崇儒学，其思想具有无神论的色彩或倾向，先后呈现了以科学代宗教、伦
理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的种种思潮。
也有像梁启超那样，认为中国没有宗教的原因，是不存在像教会这样的宗教组织，仅仅是祭祀和报恩
的观念，根本用不着认为中国还有宗教的观点。
　　这些观点表明，儒学如果要被称之为宗教，那么，他无疑是一个世界上十分独特的宗教。
如果说儒学仅仅具有宗教性而难以作为一个体系宗教的时候，那么，它肯定是一个无神的宗教，缺乏
至上神崇拜的信仰体系。
儒家的理想主义或人本主义，其最基本的历史功能，就是导致了一个能够理性使用神人关系的操作体
系，以人为本地随意将神本主义为己所用，或改造神本资源。
这种理想主义，是人的神化，神本的人本化，神圣资源的世间化（非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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