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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有三个中心议题，其一是儒家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以康有为和
孔教会为中心讨论儒家在近代中国如何面临制度化解体和重建的复杂进程；其三则是通过批林批孔等
典型事例的分析，讨论儒家与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关联，思考如何重建儒家与中国人生活的关
系。
    本书反思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新儒家将儒学窄化为心性之学的缺失，主张精神理想和现实制度相结
合的方式来审视儒家的本来面目和未来发展空间，但强调在体认儒家的现代价值时应反对用原教旨的
态度对待儒学的做法。
    本书认为儒家应该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且中国人在进行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建的过程
中，必须充分吸收儒家的资源。
而超越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是达成儒家价值重生、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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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干春松，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
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越南儒学
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儒学》辑刊副主编。
主要致力于制度儒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越南儒学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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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一以贯之和生生不息：儒家的构成性亲亲和尊尊：儒家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儒家的制度化和
制度的儒家化儒生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科举制度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儒家的制度化重建：康
有为和孔教会一个乡绅的心情：刘大鹏日记解读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从“
良知坎陷”到“理一分殊”：新儒家文化立场的矛盾与转折天下，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1973年的梁
漱溟和冯友兰孔子：是保守还是进取——张岱年和后“批林批孔”时期的儒学观重建知识、制度和儒
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干春松、陈壁生对话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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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由于对经典的基本立场的差异，始终存在一个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一方面是
在争取儒家内部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的成分。
今文经学家认为儒家经典并没有受到秦朝“焚书”、“坑儒”政策的影响，汉代所能见到的儒家经典
是完整无损的。
而古文经学家则另有他们的说法，认为因为秦始皇听信了李斯的建议，打压儒家，所以孔子所编的六
经有许多已经散失了，只是民间有些人将之藏在墙壁中，才得以保留下来。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立的五经博士中，所采用的书籍都是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写下的，因此称今
文。
而那些从墙壁中被发掘出来的书，则是用秦汉以前的文字写的，因此称古文。
　　当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差别，不只是书写的文字不同，在经典的字句和篇章上都有不同，
但最关键的是观念上的差异。
今文经学视孔子为政治家，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孔子政治思想的
核心，偏重于“微言大义”，即从经典的话语中寻求解释的空间，比如董仲舒试图从《春秋》中找到
汉朝统治的合法性依据，说《春秋》是孔子“为汉制法”。
其弊病在于往往流于“怪诞”，比方说，汉代今文经学家制造出一系列神话将孔子神化，经常有一些
“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而古文经学视孔子为史学家，将六经看作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偏重于名物训诂和考证，他们认为
要了解经典首先要弄清经典的含义，因此就需要掌握说文解字的功夫。
顾炎武说：“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也莫不然。
”[38]不过放弃对经义的发挥的做法，一方面会过于拘泥于对经典本身的考辨而忽视经典的普遍性价
值，另一方面则会流于繁琐。
　　自魏晋之后，形成了一种结合义理发挥和考据的经典解释方式。
当时的玄学家们不拘泥于圣人的片言只语，而要得意妄言。
玄学夹杂着老庄的道家思想，并不能说是真正的经学派别，但他们的精神却为宋代的儒家所继承。
理学家们强调“天理”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注重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更具普遍意义的原则，在经
学研究被称为宋学。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制度儒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