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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对近代以来有关的文化讨论和社会科
学研究所作的一种反思。
由于作者的文化立场是在“批判的继承”的原则下，肯定儒学价值传统与世界其他大的宗教传统一样
，在现代社会仍有其意义，而对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化观持批判态度，因此我有时会被问到对所
谓“文化保守主义”的看法。
借此机会，我想就人文学科研究中的“文化的保守主义”概念及相关的问题略作讨论如下。
　　晚近学术界或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主要思想派别，或以激进
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主要派别，但多共认各派之间虽然有分歧、
对立，“他们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大体上都是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进西方，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
等问题；他们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共同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主题；他
们都向西方寻求真理，但都想避免西方文明发展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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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共认，儒家思想及其道德体系的意义是20世纪文化论争的核心性问题。
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也并
不主要基于民族精神或文化认同的要求，而更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
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20
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
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
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学的价值，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
挥的人。
40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三纲五常的诠释和张扬，在“五四”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40
年代对“中体西用”作了新诠释，在50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
尤当指出，近年来王元化历经深思熟虑，在深刻检讨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肯定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民
族精神确实可以继承，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家的真正本色。
　　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一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一。
不仅“五四”前后是如此，80年代“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
而理解这一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
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应用于20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20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
形式上的意义。
“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
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
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
”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因此，20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更不
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
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治疗，是对价值理性和精神文明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
理想人格锲而不合的追求的体现。
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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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价值系统的连续性并非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独有的权利。
韦伯指出，主张博爱、平等、平均等价值的伦理体系，其核心是“实质合理性”即价值理性，而“实
质合理性”不仅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也构成了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每种教会的伦理基础”，
当然更是儒教的核心所在。
如果仅仅从经济运作的功能方面看，各大民族以价值理性为基本内容的精神传统都是无所作为的，因
而并无积极作用；但是“现代化”的内涵并不应仅是一个经济功能，现代文化也并非仅仅是工具理性
的文化，在欧洲、北美、日本的现代社会都可以看到古典传统的活的存在。
有历史学家指出，世界各大文化经历了现代变迁，仍保留着文化价值的中心系统。
在基督教新教以外，无论希伯来、日本、伊斯兰皆是如此。
韦伯批判的与现代化创生相矛盾的天主教也仍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富有影响。
社会学家指出甚至印度的出世主义及种姓制度也可以经过现代化转而促进现代化。
从这些观点来看，坚持取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权利是没有理由的。
　　传统必须经过批判、调整才能被继承并转化为适应现代的文化要素，这已是无可争议的观念。
在回顾“五四”七十年来世界文化的变迁和中国以及东亚的新经验的时候，应当对另一个侧面有所注
意，即在全力实行制度改革、全面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批判继承和创造转化传统的精神资源，
消解传统与现代的不必要的紧张，以利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的发展。
　　文化不是恒定不变的实体，而是时空之内的变易过程和全体。
因此，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运动的，在这个意义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化历程可以说就是一个大的
文化运动过程。
不过，一般所谓“文化运动”，总是特指在一特定时空内发生、终结，具有确定观念内涵和指向，并
特别由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与影响的具体的社会文化过程。
以此标准来看，20世纪的中国文化历程中虽然充满着种种文化论争甚至以“运动”为名的文化现象，
但真正可以称得上具有超越地域性、局部性的文化运动似乎只有“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
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热”。
　　60年代后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在影响和规模上当然远远超出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但是
“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性质是由政治领袖发起的政治性群众运动，并不是知识分子主动参与并扮演核
心角色的文化性活动。
恰恰相反，在这种崇尚“无产阶级与贫下中农”素朴的群众行为的“革命”中，作为文化生产主体的
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因而这种运动，在群众层面上，其表现恰恰是反文
化的，没有任何文化意义上的创造和进步可言。
然而，“文化大革命”虽然难以作为一次真正的文化运动，但从1966年的“横扫四旧”到1973年的“
批林批孔”，这一场持续多年的“革命”过程，无论从其口号还是结果上来看，不可否认地包含有“
文化批判”的意义在其中。
在复杂的历史境况中它无形地使某些观念和价值渗入当代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思想深处，在相当程度上
影响了知识分子思考和分析文化问题的思维方式。
而“文化大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
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
在最近的一次文化运动中，我们仍可看到“五四”与“文革”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仍具有文化运动的意义，而应当被纳入20世纪文化运动中加以分析。
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的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儒学重构运动”出现了五次高潮，实际上，激进主义在三次
文化批判运动中达到的高潮，其规模之宏大与影响之深刻，是20世纪儒学重构运动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的，激进主义的口号远远压过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呼声。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
20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并不只是几个空洞的口号，它不仅具有相当程度的浪漫色彩，也具有强烈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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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性与批判性，并有某些文化观念或意识为基础。
对这一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激进主义加以反思，是走向21世纪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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