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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

前言

　　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塑铸的一场新的文化研究热潮悄然勃兴。90年代以来，世界冷
战的结束促成了全球政治开始沿文化线重构。这绝不是文人墨客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而是文化哲人
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它是东方文化的象征；美国文化是以基督新教为精神底蕴的文化。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体用结合、
包罗万象，它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文化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为民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铺陈道路，而
不是刻意追求何者为尊何者为卑。既然如是，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大框架之中，某些具体的差异
与同一、个性与共性的认知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在文化界风云变幻、比较研究异军突起的境况下
，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似乎还是一块处女地，要梳理和省察文化就不可遗漏这两
个文化之间的探究和对比。　　在学术领域中，文化的涵盖面可谓至大。要把文化研究一蹴而就是不
可能的，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对比研究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把自己的研究主要限定在宗
教、伦理和政治这样三个层面，首先是因为宗教、伦理和政治是文化的核心，同时，儒家文化和美国
基督新教文化也都具有宗教的特征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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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

内容概要

《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主要内容：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塑铸的一场新的文化
研究热潮悄然勃兴。90年代以来，世界冷战的结束促成了全球政治开始沿文化线重构。这绝不是文人
墨客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而是文化哲人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
主流的文化。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东方文化的象征；美国文化是以基督新教为精神底
蕴的文化。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体用结合、包罗万象，它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文化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为
民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铺陈道路，而不是刻意追求何者为尊何者为卑。既然如是，在东西方文化
比较研究的大框架之中，某些具体的差异与同一、个性与共性的认知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在文化
界风云变幻、比较研究异军突起的境况下，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似乎还是一块处
女地，要梳理和省察文化就不可遗漏这两个文化之间的探究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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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传统篇一、传统的认知1．传统的继承性与积累性2．传统的共时性与历时性3．传统的融
合性与渗透性4．传统与理性5．传统与文化6．传统认识的误区二、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1．宗教思想
的承袭2．伦理思想的承袭3．政治思想的承袭三、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欧洲根基1．清教原则的继承与
发挥2．伦理思想的吸纳与改造3．民主与共和思想的借用与诠释四、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传
统继承之比较1．人与神的关系——宗教的认知与改造2．人与人的关系——伦理的更新与超越3．人与
社会的关系——政治的回归与发展第二章 宗教篇一、宗教概念1．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定义2．辞书
的宗教定义3．学者的宗教定义二、宗教类别1．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2．原生宗教和次生宗教3．传统
宗教和历史宗教4．预示宗教和神秘宗教5．秩序宗教和救赎宗教6．教会宗教和大众宗教7．古典宗教
和现代宗教8．宗教和准宗教三、宗教作用1．无知与认知2．盲信与相信3．解脱与束缚四、儒家文化
的宗教性1．偶像崇拜2．典籍传承3．伦理尊奉五、美国基督新教的特点1．一统化还是多元化2．自由
化还是保守化3．政治化还是宗教化4．世俗化还是神学化六、美国公民宗教1．美国公民宗教的渊源2
．美国公民宗教的内容3．对美国公民宗教的认识七、儒教与美国基督新教之比较1．天与上帝2．天命
观与宿命论3．《儒经》与《圣经》（注经、解经）4．来世与现世，人世与出世5．儒教与美国公民宗
教第三章 伦理篇一、伦理的内涵与外延1．伦理与伦理学2．伦理与宗教3．伦理与政治4．伦理与时代
二、儒家伦理1．宗法伦理2．政治伦理3．哲学伦理三、美国基督新教伦理1．宗教伦理——清教主义2
．哲学伦理——实用主义3．政治伦理——自由、正义与公民权利四、儒家伦理与美国基督新教伦理
之比较1．仁与爱2．修身与原罪3．人伦与契约论4．道德伦理与经济伦理第四章 政治篇一、政治论
辨1．政治概念2．政治思想3．政治制度二、作为政治的儒家文化1．儒家政治思想——天子与民同在2
．中国政教合一制度——皇权加圣贤的体制三、作为政治的美国基督新教文化1．美国政治神学——
上帝与人同在2．美国政教分离制度——法治与神治的合作四、儒家政治与美国基督新教政治之比较1
．政治伦理与政治神学2．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3．官僚政治与精英政治第五章 危机篇一、儒家文化危
机1．古代儒家文化的窘困——道与佛的挑战和新儒家的崛起2．近代儒家文化的危难——五四运动与
打倒孔家店3．当代儒家文化的复兴（一）——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定位论争4．当代儒家文化的复兴
（二）——港台新儒家与儒家资本主义说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危机1．18世纪信仰危机与第一次大觉
醒运动2．19世纪文化转型与第二次大觉醒运动3．20世纪宗教保守主义与新宗教右翼运动三、两种文
化的对话1．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分野2．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3．家族本位主义文化与个人本
位主义文化的演变4．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的整合四、危机的危机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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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圣学，是身心性命之学，是安身立命、持家治国之学。这就是说儒学能够给人
以“德”、“智”。就表面意义看，这种学说及其效果完全是为了尘世间的生活，并无终极关心的意
味。但是，从儒学的实际效用看，这种“正人正己”的用途与其他宗教并无二致，朱熹要“存天理，
灭人欲”，其实质就是要人们正人先正己，正己先存理，理就是终极关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
危机篇中详加论述。　　港台新儒家把儒学叫做“道德宗教”是有一定道理的。道德宗教的意思是说
儒教仅从道德角度看是宗教。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道德伦理，这就需要搞清什么是宗教伦理、儒家
伦理等不等于宗教伦理的问题。简言之，具有神圣意味的道德伦理就可以说是宗教伦理。儒家伦理当
然不等于宗教伦理，但儒家伦理是宗法伦理、政治伦理和宗教伦理的结合：宗法是原则，政治是保障
，宗教是手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董仲舒神化儒家思想的目的性得到结论。董仲舒的神学思想既有
神秘主义色彩，又有宿命论特点，归根到底，其目的是为统治者服务。为了当政王朝长治久安而宣扬
宗教神学，把统治神圣化，把社会神秘化，这是一切宗教的共同特点之一。儒学的社会效用主要体现
在这一点上。董仲舒认为，古代社会的王者是受天命而王的，其“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
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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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

精彩短评

1、写论文时买的，写的较为零碎
2、东西方文化与宗教对比分析。
3、虽然原创性不足，但作为一本入门的导论来说，对于从宗教角度理解中美文化差异具有重要启发
意义，希望国内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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