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六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六辑）>>

13位ISBN编号：9787801958747

10位ISBN编号：7801958748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九州出版社

作者：单纯　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　编

页数：544

字数：3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六辑）>>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际儒学研究》第16辑，内中具体收录了：《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探析》、《儒学与中华民
族精神初探》、《论儒学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理念》、《当代儒学范式——一个初步的儒学改革
方案”》、《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等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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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单纯，浙江绍兴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曾就读于云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中
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博士后。
曾为香港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爱尔文尼亚学院讲座教授等职。
已出版及完成的著作有《西方新闻传播论文集》、《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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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中华民族精神研究　　儒家的宗教观及其现实意义（论纲）　　中央民族大学 牟钟鉴　
　一、儒学是人学（怎么做人。
如何治世），不是神学（不引导人们向往天国）。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不以崇拜超人间的神秘力量为主轴），但保留宗教性（畏天命、重祭祀）　
　在儒家仁礼之学中，人学是基点，神道隶属于人道。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是关键。
人通过修养和教化，可以成为文明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不需要仰杖神的拯救。
社会通过德政和礼义，可以成为文明社会，由乱世到大同，不需要等待神的恩赐。
　　二、夏商周三代是宗教文化，可以简称为尊天敬祖教　　核心是三大崇拜：祭天、祭祖、祭社稷
，形成郊社宗庙制度。
周代强调“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出现重人轻神的萌芽。
孔子的儒学是在超越三代传统宗教、发扬人文精神中形成的，它是一种“哲学的突破”，但它是“温
和的突破”（见余敦康：《宗教?哲学?伦理》）。
所谓“温和”，一是突出“人”，却不否定“神”，二是肯定“神道设教”，纳神道归于人道。
敬天尊祖是礼文化的宗教形态，儒家学说是礼文化的哲学形态。
　　三、儒学的宗教观　　由孔子开创、继由《礼记》系统化的儒家主流派的宗教观，其要点有：（
一）“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不热心神道，又保持敬意，取中庸的态度。
（二）祭祀报本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祀为“报本反始”（《郊特牲》），“不忘其所
由”（《祭义》），有功烈于民者，祭祀以资纪念，故“祭思敬，丧思哀”（《论语?子张》），是情
意的表达，并非为了得到神的护佑。
（三）“神道设教”（《周易》观卦彖辞），“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祭者
，教之本也”（《祭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
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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