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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学研究?东亚发展:历史与价值》为首席专家张雄教授主持的上海财经大学“十一五”“211
工程”重点学科平台建设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子课题：《马克
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一种。
盛邦和教授为子课题负责人。
《东亚学研究?东亚发展:历史与价值》著者章益国、何爱国、夏雪均为盛邦和教授的博士生。
《东亚学研究?东亚发展:历史与价值》所收主要为三位著者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
《东亚学研究?东亚发展:历史与价值》策划、写作与出版过程中得到张雄院长的具体指导与热诚帮助
，谨此致谢！
又得到上海财经大学“211”平台建设办公室、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张惠俊老师为此书出
版付出了艰辛劳动，深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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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杜维明认为儒学不仅要了解世界，还要转化世界，并且它的转化是全面的而不是散离的。
他说，其实儒学资源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来自历史、文化，来自超越，来自替天行道的思想。
所以说，儒家既是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轴心文明，所体现的是一种内在而超越的精神价值。
它和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不只是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反映。
儒家传统没有教会、庙宇、道观之类的组织，却成为塑造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主导思想。
儒学是对人的反思，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体现。
从事儒学研究当然不是离世而独立的学究工作，但也不能随俗浮沉，沦为政治结构中的奴仆。
儒学要有进一步发展，必须接受西化的考验，但我们既然想以不亢不卑的气度真诚地走向世界并且以
兼容并包的心胸让世界走向我们，就不得不作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当然不排斥在中国文化
中源远流长的其他传统，特别是道家和佛教）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的层面。
　　他说：“我并不认为儒学的命运便就此终结了。
相反，儒学作为中国主要精神力量再度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坚信，随着文化的非政治化成为
全民的信念而不只是作为现代化的策略起作用时，那么在艺术、文学，历史和哲学中的儒学精神价值
将会再度表现出它对塑造整个中国创造性心灵的影响。
”他认为，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除了把它作为“封建意识形态”外，还不妨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
同”层面来切入，即发掘“象征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文化精神”，而这种认同、这种文化精神，杜维
明认为必须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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