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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21世纪中国》

前言

本世纪初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奋力向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面进行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转而探索反映中华民族特征的儒家文化怎样结合社会实际走向世界、面向21世纪
人类的未来。出现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不是偶然的。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和阔步前进、新的时代要求和
挑战，呼唤着人们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它是实现本民族现代化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全盘
“西化”，一味盲目效法外国，忽视对传统文化的把握、了解和结合，必然，也已经给我们现代化事
业带来缺陷和损失；相反，重视并努力结合运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则会对发展经济、治理社会、提
高人民素质等产生巨大的积极的社会效应。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儒家文化有其
不足和缺陷，需要向世界，特别是向西方文化学习。但是儒家文化在数千年，特别是在近现代亚洲国
家和地区的发展中表明其存在价值和自身的特点、优势。在新世纪、人类的未来怎样发挥其特点和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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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21世纪中国》

内容概要

《儒学与21世纪中国:构建、发展"当代新儒学"》内容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转而探索反映中华民
族特征的儒家文化怎样结合社会实际走向世界、面向21世纪人类的未来。出现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不是
偶然的。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和阔步前进、新的时代要求和挑战，呼唤着人们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
对本民族文化进行重新审视。
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它是实现本民族现代化
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全盘“西化”，一味盲目效法外国，忽视对传统文化的把握、了解和结合，
必然，也已经给我们现代化事业带来缺陷和损失；相反，重视并努力结合运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则
会对发展经济、治理社会、提高人民素质等产生巨大的积极的社会效应。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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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21世纪中国》

书籍目录

序
1.儒学的更新发展和现代启示
2.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传统
3.儒学的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亲亲”和“为公”结合的探索
4.华夏文明发展历程和未来前景
5.儒家自我与现代社会
6.以儒学精神成就当代利他者
7.孔子道德人格学说的主要范畴及现代启示
8.孔子的义利观与当代的文化建设
9.从智慧层面透视先秦儒家思想的精神价值
10.《易》文化与中国人文精神
11.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
12.“有教无类”与现代教育
13.华夏文化与人类未来的生态伦理
14.现代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道德伦理
15.《论语》及其对提高全民素质的社会意义
⋯⋯

Page 4



《儒学与21世纪中国》

章节摘录

人文精神尤其强调人在对天道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进退、存亡、死生、荣
辱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从而进行取舍和追求，以美化人的生活，实现人的价值，因而它与“神文”
是相矛盾的，所谓“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后汉书·公孙瓒传》）。但是，它与自然意义上的天
文则是相依存的。人文精神有其特有的形成背景和历史渊源。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成资源，形成了不同
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讲，人文精神，应该说也就是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精神，
是在特定的地缘、气候、语言、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它一经形
成，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对该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方面发生重大影响。一个民
族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都是该民族精神的体现，而人文精神则是蕴涵于不同时代精神之中又超越于其
上同时又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意识系统。人文精神是诸文化要素的复合体。撮要言之，如：认知方式、
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处世哲学、道德意识、审美情趣、人格理想、价值观念、政治信念
、爱国主义等等，都是构成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系统的重要因素。对人文精神要一分为二。通常说的人
文精神指集中体现一个民族内在本质和外在风貌的精神。这是要发扬光大的。那些非本质方面固然也
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但却是要扬弃和改造的。人文精神中，有的如仁义道德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
容；有的则在不同时代所起的作用和意义不同。所以，对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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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21世纪中国》

后记

本书是“儒学面向当代和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和海内外有关学者送交的论文汇编而成，
所收论文主要是围绕着儒学的内容、基本特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当代和21世纪所起作用及
其发展前景，以及“当代新儒家”等方面展开论述；同时，也收录了有关中西文化，特别是儒学与西
学的融合、冲突和比较，儒学和中国诸子学及宗教等方面研究的论文。儒学不是单独、孤立存在和发
展的，儒学要迈向新世纪，必须面对异质异域文化，面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回顾传统，包括诸子学
和释、道等宗教，取长补短，以期取得更新和发展。书中各篇论文对儒学的内容、性质、地位、作用
、前景等阐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相互切磋，共同探讨儒学及其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欢迎学术界对此
展开争鸣。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德国波恩大学和国际儒学联合会
等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的领导对“儒学面向当代和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给予了大力支持和
帮助。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Prof.Dr.wolfgang Kubin）和该系的德国朋友们做了很多宝贵有益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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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21世纪中国》

编辑推荐

《儒学与21世纪中国:构建、发展"当代新儒学"》是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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