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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中国的形成》

内容概要

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是：传统中国社会深受儒教文明的浸润，而作为一个、有着崇尚儒教文明的悠久历
史传统的国度即“儒教中国”，它的形成或演生究竟是怎样的呢？儒教在传统中国是如何取得它统治
思想的合法地位或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地位的？换言之，历史上的儒学与我们民族的社会政治——
历史文化的现实境遇是如何实现其充分地整合的？它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角色？
     为了能够具体而透彻地把握并阐释清楚上面的问题，本书所论述的范围主要限于春秋战国至秦汉这
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段学在汉代的意识形态化正是传统“儒教中国”形成的关键，对这一问题的抉发
与阐释正是传统贯穿在作者的整个研究之中而起统摄作用的核心主题。围绕这一主题，作者道德系统
地论述先秦儒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主题，并着重阐述一种能激发人们新的洞见的理解儒学的独特思路
；其次，作者将在社会系统之合法的结构性因素的意义上重新榫儒学的意识形态本质，而不仅仅是给
它一阶级的定性而已；然后，是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特别是对儒学与政治在战国秦汉之际分化
与整合的关系模式及现实政治文化的演进变化问题，进行历时性、动态性的具体考察；再接下来，通
过对汉代经 学所作的解释学审视来透视儒学在汉代的学术转型及其意识形态性征，并进一步对舒畅学
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系统地分析与批判；最后，在结语部分，作者将概要性地总结一下对儒学的历史
的反思，并尝试性地讨论和展望一下儒学的未来命运及中国文化的成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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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般
2、可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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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儒教中国的形成》的笔记-第1页

        页1：一种思想必须走入历史的深处才会透显出它深刻的力度，而历史则需要伟大思想的烛照方能
神气活现。每个信仰思想体系和每位伟大的精神导师却「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使我们不得
安宁」。
注：[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瑜青、胡学东译，《苏格拉底 佛陀 孔子和耶稣》（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1），页184。世上最神奇动人的莫过于人自身及人的异彩纷呈的思想世界了，面对同一物、同一
事相、同一历史过程，言人人殊，思人人殊，行人人殊。这种动人而又令人惊奇的人文景观在社会大
变革的过渡时期更会精彩横溢。页1-2：可以说，无论是在新的时代课题的要求下激活或复兴它们，还
是以面目一新的价值符号系统取而代之，这都是需要我们现时代的人无法回避地对它们应有所反省并
作出回应。这种反省与回应将会因各个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及其现阶段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
存问题的差异而各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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