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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论述了个人主义与人格、法与礼、学与社、乡约、中国的宪政主义与公民社会、女性教育与女
权、中国共产主义与儒家社群主义等。
论述了儒家社群主义思想，以“社学”和“乡约”这种社群组织为例，说明儒家在加强社群生活、建
设齐心协力的信约制度方面，做出的各种努力。

    1990年代，部分学者提出“亚洲价值”的概念，试图将20世纪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归因于
亚洲传统的独特魅力，不可避免的引发了围绕普世价值与地方传统的论争，在这一论争中，狄百瑞完
成了本书。
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他作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学者在儒学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现
代化的目标和路径方面的立场与观点。
狄百瑞的研究，对深陷“哈耶克困境”而难以自拔的当下中国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不小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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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狄百瑞生于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在国际汉学领域研究有很高的声望。
曾经在中国的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从事研究，是堪称费正清第二的美国中国学泰斗级人物。
主要著作有:《高贵与文明》（2004），《亚洲价值与人权》（1998），《为己之学》（1991），《东
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1988），《中国的自由传统》（1983），编写了影响广泛的《中国传统资
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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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克服明清的具体乡约形式中削弱和损害乡约精神的那种消极因素，就需要有个人自由。
就如下述引文清楚阐述的那样，这种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要像我们前面引述过的那种方式一样，
抛弃其传统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而只需以兼容的方式补充之：　　现在是中国人很苦闷的时候，
是在一个左右来回的矛盾中。
这就是说：中国人一面散漫缺乏团体组织，同时还缺乏个人自由平等的确立，两者都是急待充实。
但是如果注重自由平等的一面⋯⋯则让我们很难照顾团体结合的一面，将使中国人更加散漫。
照我们刚才所讲的团体组织，其组织原理就是根据中国的伦理意思而来的；仿佛父子、君臣、夫妇、
朋友、兄弟这五伦之外，又添了团体对分子、分子对团体一伦而已。
⋯⋯　　（本来在乡约中对于各种事情，也都照顾得很周到⋯⋯）不过所差的只是一点（消极）；我
们则是把消极的相体恤，变为积极的有所进行。
中国古人对于生活的方法上，不大十分讲求进步，如：有手推车、牛马车，即不讲求汽车、火车，这
种态度在乡约中也看得出来。
我们则把他改为积极，在积极的进行中即包含了讲求进步　　之意⋯⋯如果梁漱溟认为西方的群体组
织方式提供了——实际上是要求——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那么中国之所以需要这种自由，是因为过
去阻碍了中国的那种个人主义事实上是有限的。
那种个人主义，按他的说法，是根据静态的角色和关系、根据一套规范——这套规范不承认“善是无
止境”——而界定的。
它的仁或人性概念需要以一种更加宽泛的社会事业（social enterprise）的观念来表述。
在下文中，梁漱溟指出了传统乡约的局限，但无疑他也在思考新儒家的修身这一模式，该模式的极致
就是《大学》中的“止于至善”，而且到了“止于至善”的境界，也就圆满了；也就是“中庸”。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亚洲价值与人权>>

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引入入胜⋯⋯《亚洲价值与人权》试图提出和捍卫对儒学的一种阐释，此种阐释路径可能对
东亚受儒学影响的社会尤其是中国至关重要⋯⋯（狄百瑞）以颇具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其对儒学的解
读，即参与式的、非强制的社群生活这一社群主义伦理也有其历史重要性。
　　——Daniel A.Bell，清华大学　　　　（狄百瑞）此书精辟地反驳了那种认为以孔子的《论语》为
基础的“亚洲价值”与西方的人权模式不兼容的观点⋯⋯该书智见充盈，学思激荡！
　　——Arnold Beichman，胡佛研究所　　　　狄百瑞与那些利用儒学来论证威权主义之正当性的人
针锋相对，他颇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儒学中的因素具有内在的潜能，可以演进为民主政府。
他以其深厚广博的儒学知识，生动地描述了一系列的儒家价值与儒家措施，它们有可能滋养催生出一
种现代自由主义。
　　——Merle Goldman，波士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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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狄百瑞编写的《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共分八章，内容包括：“亚洲价值”与儒家
，个人主义与人格，法与礼，学与社，乡约，中国的宪政主义与公民社会，女性教育与女权，中国共
产主义与儒家社群主义。
   本书适读于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对此感兴趣的各届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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