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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儒学”中“现代”不只是一个历史的分期，更是对此段历史时期性质的断定。
所以，本书所说的“现代”也就进一步有了“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含义。
为了挖掘“现代”的含义，《中国儒学史.现代卷》对陈独秀、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的
儒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将视野延伸到1949年以后。
本书并不是对这一时期内思想家个案研究的累积，而是致力于揭示传统儒学思想现代化的必要性，并
研究那一段时间内思想家们的努力及其带来的社会效应；同时也注重分析了他们思想努力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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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如何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晚清以来自觉思考中国文化前途问题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
。
贺麟也不例外。
他八岁时就开始接触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从《三字经》、《干字文》、《百家姓》一直读到“四书
”、“五经”，“自小受到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
青年时远渡重洋，在美国和欧洲学习西洋哲学。
从其个人的学习经历及其学术分野来看，他的思想“似乎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洋康德、费
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
可以清楚地看到，贺麟就是在中西文化之间成长起来的学者，因此如何来协调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自然也就成为他自觉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事实上，他本人学术生涯中考虑的重点之一就是文化问题。
他为此专门撰写过《文化的体和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等文章来阐发他关于中西文化关系
的看法或理论。
在他之前的学者在此一问题的讨论上过于注重实用、十分关注现实的利益，所以他们的讨论很少从文
化。
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
而且由于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显得多少有点情绪化。
与此不同，贺麟关于此一问题的讨论却显得更为理智、更为客观和冷静，且能够站在形而上的文化哲
学的高度，对于诸如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体和用的关系及如何处理都有系统的理论阐
述，并能据此文化哲学理论提出处理文化问题的政策性意见。
所以他关于文化问题的看法更应该受到我们的注意或关注。
但遗憾的是，在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中，人们眷顾得更多的是“中体西用”、“本位文化”、“
全盘西化”等看法，而很少涉及贺麟的相关看法。
怎么样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下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和生命力依然是一个我们必须关注的
大问题。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源于西方，因此这一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贺麟关于文化关系的理论即使在现在也并没有过时。
重温他的文化理论或许对于我们现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会有益处。
所以要重新讨论文化问题是因为贺麟不满意当时现有的文化讨论的状况。
第一，他指出：“几种比较流行的口号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
等似乎多基于以实用为的目的的武断，而缺乏逻辑批评的功夫。
”第二，他的讨论的真正目的是要人们重新认识西洋文化的实质。
这一说法含义在于他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于什么是西方文化的体的认识还未到家。
即便是作为“五四”运动精神的“自由”、“民主”也并不能说是代表着对西方文化之体的认识。
在他看来，自由和民主不是西方文化的体，它们仍旧还是用。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西方文化。
既是讨论文化问题，那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含义极其广泛，可以说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属于文化的范围。
因此其结果也就是：第一，关心文化的学者特别得多，众说纷纭，然文化究竟为何物，却仍然莫衷一
是；第二，给出一个涵盖文化方方面面内容的精确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但既要讨论文化，就不得不给它一个定义，否则有关文化的讨论也就毫无意义可言。
从中国现代文化讨论的情况看，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几十种。
积极参加文化讨论的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都曾给文化下过定义。
如李大钊认为，文化是对人类生活的整体的解释，他说：“把人类生活作成一个整体的解释，这生活
的整个便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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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漱溟则指出，所谓文化是“生活的样法”。
而胡适则说，所谓的文明或文化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所有这些对文化的解说严格说来并不是定义。
但从其中大约可以看见，这些关于文化的解说有这样一个总的特点即都没有能够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概
括出文化的根本特点。
这些学者严格说来并没有系统的哲学知识和正当的方法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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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儒学史:现代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
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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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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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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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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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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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
）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回顾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
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
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
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
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
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和复兴中国
文化的使命。
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
会。
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
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
定了基础。
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
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结成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
新的现代儒学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
“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
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得越深入，它才会越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
“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
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作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
“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
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
家在二十一世纪“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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