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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儒家在今天的中国已呈回归之势，但人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少。
《儒生文丛·第1辑·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对“大陆新儒家”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些事件，如
五十四位学者联署发布《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十名青年博士生《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
看法》、五十多个儒家团体《致电影剧组人员公开函》、十学者《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
》，以及参与讨论读经、国学、教师节、通识教育、国服、礼仪、节日等热点问题，予以集中展示和
说明，必将对当代文化建设和国民道德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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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现为《环球市场信息导报》周刊社会长，先后在《环境科学学报
》《生态学报》《企业管理》《经济纵横》《商务周刊》《经济日报》《中国商报》《中国社会报》
《中国建设报》《中国房地产报》等多家报刊上发表60多篇文章。
参加了《中国企业成长力丛书》《中国区域竞争力》的编写。
任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西历二○○四至二○○七年，协助陈明创办儒学联合论坛网站并任总版主，同时任《原道》辑刊编委
。
西历二○○六年，协助工达三创办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网站并任总版主。
西历二○○六年，创办电子刊物《儒家邮报》并任执行主编。
西历二○○八年，创办“儒家中国”网站并任主编。
西历二○一一年创办《儒生》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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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主要作者简介2004读经大讨论读经、儒教与中国文化的复兴——2004年蒋庆先生访谈录现代化外
衣下的蒙昧主义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为什么不能读经中国正步入“
读经时代”——陈四益《读经启蒙》读后再辩读经我看“读经”大陆读经十年回顾2005国学大讨论“
国学院”成立的期待与疑虑“国学”名义简论关于“国学”：超越“1840”以来的“集体无意识”有
效逻辑与文化意识——回应薛涌博士于纪宝成校长的回应糟蹋国学，用意何在?——评薛涌氏《中国文
化的边界》一文2005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国学、祭孔、儒教国学建设的中道2006教师节改期建议书以孔
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思想界缘何因孔子和教师节集体呛声?关于定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提议理应以孔
子诞辰为教师节教师节改期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以孔诞为教师节：文化和意义生成孔子：现代中国人
的文化焦虑——兼评《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孔子诞辰应当为“中国文化节”孔子诞辰最好为
“中国教师节”2006洋节“十博士”倡议书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
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关于十博士生联署的《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的最终说明对十位博士生
联署《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评点慎对耶诞节——我署名的原因及希望“十博士生”的“文
化本能”与“圣诞节”的商业化我为什么要支持十博士生抵制基督教“圣诞节”警惕和防范中国耶教
化是中国文化的最后底线——答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人潘小涛先生问关于把“圣诞节”正名为“耶诞节
”的思考和建议从韩愈谏迎佛骨到博士反对过圣诞节十位博士对在哪儿，错在哪儿洋节在中国为中国
情人节辩护兼及其他拒绝香蕉化，过我中国节12008教育改革与通识教育讨论中国大学“通识改革”与
中国书院传统的回归反对中学文理分科，增加儒家经典教学——我对于教育部规划纲要的意见与建议
我们为什么需要传统“四书”进中学课堂确有必要“四书”进中学课堂刍议也谈“四书”进中学课堂
“四书”、“五经”何时进中小学课堂培养孩子们的中国心——从复兴私塾走向通识教育传统文化通
识教育建言教改大讨论背景下的孟母堂私塾这些年2008北京大学立孔子像争论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
—北大校园立孔子像的建议以自由自治的名义在北大立座孔子像孔子走向了世界，为何不能走进北大
校园?孔子立像与北大精神北大立孔子像又能如何?孔子进北大这事北大为什么不能接受捐赠的孔子
像2009电影《孔子》争论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圣人孔子之幸
，中华文化之幸——复电影《孔子》剧组公并函腾出点地方，欢迎孔子回来胡玫用《孔子》向历史与
文化再一次致敬对文化祖先应当敬重中国电影为何老拿古人“开涮”?我为大片《孔子》捏把汗经典文
化名人不宜戏说我们还没有学会尊重孔子2010曲阜建教堂争议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曲阜不宜建造大教堂文明对话?宗教自由?就曲阜建大教堂答《
新快报》记者问争取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就曲阜建耶教堂答《南风窗》记者问就曲阜建耶教堂答
《南风窗》记者问对文化核心价值的维护必须怀抱敬意与责任——从曲阜修造建耶教大教堂事件谈起
曲阜建教堂之儒耶冲突及化解之道关于文明宽容、孔子学院与耶稣教堂站在作为弱者的儒家一边“死
儒’’和“活耶”的对话——尼山论坛的问题权力、媒体与言路之通塞——旁观曲阜“大教堂”事呼
吁重视中国传统信仰的主导地位——从曲阜孔庙外建基督教教堂说起保持中国文化“道德性人文主义
”的特色——反对在曲阜孔庙附近建造耶教大教堂彼此尊重才有文明和谐虚心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有
福了——蒋庆先生就曲阜耶教堂事件与儒教重建问题答北京诸道友问附录一：他们重新审视传统附录
二：文化保守主义峰会现身阳明精舍附录三：三件大事标志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高调抬头附录
四：“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二十一则附录五：那些读书吹剑的日子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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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读经、儒教与中国文化的复兴——2004年蒋庆先生访谈录　　整理者按：2004年10月24日晚，杜
吹剑、周与沉和王达三，拜访了来京参加学术会议的阳明精舍山长蒋庆先生，向蒋庆先生请教了读经
、甲中文化宣言、汉服、儒教、儒学以及中国文化复兴等一系列问题，访谈内容现由杜吹剑据录音整
理出，以飨读者。
　　吹剑：您选编的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今年出版后，立即在学术
界和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对“蒋庆读经运动”的大争论，批评者很多，支持者也甚众，您对此有所意料
吗？
蒋庆：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读经运动最先不是我发起的，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王财贵先生发起的。
现在有人说读经运动是蒋庆发起的，不属实，我只不过是为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的儿童读经运动选编了
一套教材。
当然，这套教材代表了我对儿童读经的态度和看法，那就是儿童读经必须读儒家经典。
这个或许就是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吧。
薛涌的批评，引发了网络上的讨论，我也注意到了。
按理说，一个民族去重视自己的经典，去诵读自己的经典，应该是很正常的事，不应该引起轩然大波
。
可是，我们中国自近代以来，读自己经典的传统断了一百多年，突然间有人出来提倡，引起争议也就
不奇怪了。
有人从教育方法这个技术的层面来批评，我认为王财贵先生已经回答得非常多、非常好了，有兴趣的
人可以去看，不用我多说。
更多的人是从读经的内容即价值的层面来批评的，这是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
儒家在这一百多年中被边缘化了，港台新儒家的活动只限于学院内，只是少数人的学术话题，社会的
公共话题与儒家无关了。
那一百年来我们中国社会的公共话题是什么呢？
是西方传来的各种思想、主义。
我提倡儿童诵读儒家经典能够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是因为儒家经典体现的是与西方各种流行思想和主
义不同的价值内容，而现在的中国人对儒家经典中体现的这套价值内容已经很陌生了，很多中国人的
心灵已经被西方文化殖民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已经不会按照自己的文化思考问题了，所以中国人
才对提倡儿童读经这么敏感。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回归>>

编辑推荐

《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作者任重、刘明)是“儒生文丛”系列之一，对“大陆新儒家”参与当代
文化建设的一些事件，如五十四位学者联署发布《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十名青年博士生《
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五十多个儒家团体《致电影剧组人员公开函》、十学者《关于曲阜
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以及参与讨论读经、国学、教师节、通识教育、国服、礼仪、节日等热
点问题，予以集中展示和说明，必将对当代文化建设和国民道德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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