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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文化论争的焦点，始终围绕在孔子、儒家思想传统与中国现代化之关系等问题上面。
有关“传统和现代”的文化讨论，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文化讨论的中心，也
是80年代“文化热”运动中知识分子热烈争论的主题。
    在21世纪中国崛起复兴的今天，人们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那种焦虑，那种由于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落
后而产生的对传统的愤懑已经大大缓解，传统文化的回归似乎颇有气候。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深刻把握现代性问题、透彻认识传统文化的任务已经完成；实际上，在新的处境
下，对于孔子、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发展等等大问题，中国学术界亟需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予以深
入全面地考察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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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来，中国文化论坛理事。
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
师从张岱年先生，曾担任冯友兰先生助手。
现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
室主任，并任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兼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教育
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副执行长。

学术领域：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中国哲学。
主要专著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
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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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场 主题报告　　关于复兴儒学的思考 汤一介　　一、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
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
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文化发育、成长的
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
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国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可能了。
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
就目前人类社会的现实情况看，我估计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
在东亚地区）会有新的大发展。
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哲学等等）对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
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中，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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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21世纪新的处境下，对于孔子、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发展等等大问题，中国学术界亟需以一种
全新的眼光重新予以深入全面地考察和思索。
本书以儒学与中国社会变迁、当代公共论域中的孔子与历史文化传统、儒家与社会重建、大学教育中
的孔子与儒家经典、儒家与公共伦理等七个主题，深入探讨了孔子与当代中国发展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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