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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再以“述”为主，而是以“论”为主。
力求在弄清楚每一位现代新儒家主要人物的思想状况的基础上，捕捉他们提出的具有普适性的问题意
识，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形成超越现代新儒家的新结论。
本书从现代性向度、全球化向度、本体论向度、价值论向度、民族精神向度对现代新儒家作整体的、
综合的考察。
现代新儒家已经成为历史，而现代新儒学仍然在发展。
我们不必拘泥于现代新儒家的讲法，也不必以“现代新儒家”自诩，但应当大胆地探索现代新儒学，
找到更新的讲法，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从“照着讲”转向“接着讲”，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是突出的特色。
现代新儒学思潮虽然是现代新儒家提出的一个话题，但到20世纪末，已经不再局限在现代新儒家的范
围内，已经变成全中华民族的思想动向，变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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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志明，男，1947年生于吉林市。
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为该校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
现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报资料中心总编。
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副理事长。
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主要著作有《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华儒学源流》、《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熊十力评传》、《
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通论》等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
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
研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教育成果二等奖，享受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
津贴。
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一项，教育部211工程项
目两项。
在哲学院主办的“哲学与美学进修班”“哲学与管理进修班”、“宗教领袖进修班”多次担任主讲教
授。
出版专用培训教材《中国传统哲学通论》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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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新儒学思潮　　二、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历程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大体
上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五四时期的草创阶段，20世纪30～40年代的理论建构阶段，50年代以后内
地的“批孔”和港台地区新儒家活跃阶段，从70年代开始的学风转折阶段。
　　（一）五四时期的草创　　考察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应当从考察五四后期涌现出来的现
代新儒家着手。
虽然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但毕竟是这一思想运动的发起者。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甚至可以同先秦时期媲美。
如果用“百家争鸣”来形容先秦时期的思想活跃程度的话，也可以用“小百家争鸣”来形容五四时期
的思想活跃程度。
从五四时期开始，西方学术思潮大规模地涌人中国，各种各样的学说几乎都有人介绍，杜威、罗素等
著名的哲学家也纷纷到中国讲学，中国到欧美的留学生选择同中国文化有关的题目作博士论文的题目
（如胡适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从此，西方学术走人中国，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当然，这种交流并不是平等的，西方学术处于强势，中国学术处于弱势。
西化思潮在五四时期占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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