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

13位ISBN编号：9787516116302

10位ISBN编号：7516116300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郭沂

页数：2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

内容概要

《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以现代化和全球化为背景，从多角度对中国之路及其时代抉择作了别开生面
的探索，并进而提出以天人统和人天统为道统论、以五经七典为核心经典系统、以道哲学为理论形态
的当代儒学范式，持论正当，识见卓越，分析透辟，堪称当今最富有创造性的学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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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沂，1962年生，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兼任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四川大
学古籍研究所客座教授。曾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韩国首尔大学特聘
教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先秦典籍、出土文献、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
工作。代表作有：《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孔子集语校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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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篇中国之路 第一章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一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二社会关系形
态及其历史分期 三社会政治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四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五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
态与历史分期 第二章中国的天下一体化 一古代中国的天下一体化 二儒家天下主义概要 三天下一体化
对全球化的启示 第三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风格 一文字、思维、文化 二哲学与宗教 三形上学 第
二篇时代抉择 第一章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趋势看中国现代化之路 一现代化、现代性与传统性 二
全球化过程中的现代化趋势 三略析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误解 四中国现代化之路 五余论 第二章第二个
轴心期与中国人的信仰系统 一第二个轴心期的实质 二中国人的信仰系统 三中华信仰与第二个轴心期
的精神方向 第三章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普世价值 一太和 二自然 三仁义 四慈悲 五中华价值的普世意义
第四章民主浪潮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形态 一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二元化的世界潮流 二中
国的民族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变迁 三儒学何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 四当代中国的基本价
值取向及其趋势 第三篇儒学重建 第一章儒学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 一作为儒家核心价值的道 二道的形
成与扩充 三道的论证 第二章转换范式——儒学当代发展的使命 一当代学者对儒学现代转型的探索 二
当代儒学范式及其使命 第三章天人统与人天统——当代儒学范式的道统论 一道统说源流 二天人统、
人天统及其历史轨迹 三两统并承开新篇 第四章五经七典——当代儒学范式的核心经典系统 一从六经
到四书五经 二五经七典及其道统、文献依据 第四篇哲学创构 第一章道哲学的提出 一当代哲学的任务 
二重建形而上学的中国路径 第二章宇宙大爆炸与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论 一宇宙大爆炸理论 二中国古代
哲学宇宙论 三原始元点与万物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三章道体——万物从何而来 一道的构成 二道的特征 
三“无极而太极” 四太极生万物 第四章性体——我们是谁 一人、物之性的差别 二人性的差别 三从主
观心、客观心之别看“性即理”还是“心即理” 第五章心体——我们能够做什么 一知——认知、感
知和觉知 二情——情爱本能、生理欲望和情绪 三意 四认知心与生命心 五万物的目的和意义 六价值生
命的层次和人生境界 七生物生命和知识对价值生命的腐蚀 八价值生命和生物生命的互相渗透 九从孟
荀的以情为性说看善恶的起源 第六章人道——我们应当怎么做 一文化及其系统 二终极价值与一般价
值 三作为终极价值的“道”及其形成 四文明的重估 五体用图 附录回应道哲学——中西哲学对话的一
个案例 一道哲学与斯多葛学派之比较 二道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联 三西方哲学中的知识与价值 四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五中西哲学对话的意义、问题与世界哲学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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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第一波现代化浪潮的话，那么，这种新的价值观就是最早的现代
性。作为一种现代性，从一开始它就显示出了其普世性。可以说，现代化浪潮波及哪里，它就流行到
哪里。纵观六百余年的世界近现代史，这种现代价值观成了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立国的根本理念，成了
这些国家的现代主流价值和国家意识形态。 那么，以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西方为例，新的价值观形成后
，旧的民族意识形态是否就被抛弃了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事实已经证明，基督教作为西方的民族
意识形态，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遭到猛烈的批判，但它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而至今仍然是西
方的民族意识形态。它同新的价值观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的基本价值取向。当然，这已不是原
本的中世纪的基督教，而是经过宗教改革运动洗礼的基督教。同文艺复兴思潮一样，改革之后的基督
教也渗透着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强调个人信仰高于一切，甚至也提出了平等、自由等主张。在
马克斯·韦伯看来，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总之，经过宗教改革
以后的基督教，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如果说文艺复兴缔造了现代主流价值的话，那么宗教改革重
塑了西方民族意识形态。 耐人寻味的是，正是来自基督教内部的改革推动了现代西方基本价值取向二
元化格局的形成。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家们不但承认教会和国家的区别，而且还
由此区分了信仰和理性的作用，认为信仰主宰着“属灵的王国”，而理性则指引着“世俗的王国”。
就这样，基督教虽然主动向国家和世俗社会让出了半壁江山，而同时又保住了自己在精神信仰领域的
权威，其结果必然是现代主流价值和民族主体意识并行两立。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西方基本价值取向
的这种二元化格局是否具有普遍性呢？是的，曾经发生于西方的这一幕，正在其他文明中上演。也就
是说，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二元化，或者说现代主流价值和民族主体意识
并行的趋势正在形成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两种基本价值取向之间并不是漠不关
心的，而是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渗透的。例如，就像文艺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基督教一样，
基督教也对现代西方政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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