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与生命价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礼与生命价值》

13位ISBN编号：978710009528X

出版时间：2014-8

作者：桂华

页数：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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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与生命价值》

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生命价值是个宗教性问题，因此本书也可称为“农民宗教”研究。与圣经-先知型宗教信仰不同，中国
农民在日常道德生活中获得生命价值的超越体验，即神圣价值内在于历史经验，世俗生活包含了“终
极关怀”。
与当代新儒家从经典文本入手解读中国文化“内在超越性”精神的方法不同，作为一项社会学研究，
本文是在较为广泛的农村调研基础上对农民道德生活实践所做的经验解读。农民“圣凡一体”的道德
生活方式，体现了“道德替代宗教”的中国人文主义传统，“非神论的宗教性”体现了“极高明而道
中庸”的中国文化特性。
“礼”是沟通社会、自我与心灵的文化符号，“礼”表现出历史经验性，又具有超历史经验的价值。
“礼”所塑造的“社群”生活、自我人格与心灵体验皆具有超越其历史经验形态的神圣价值性。这体
现在农民身上则表现为，“礼”即家庭制度和家庭规范所构建的“人-家庭”结构，在“宗”的伦理理
念参与下，具备了超越社会学范畴的宗教性。农民参与家庭生活实现人际性自我，农民担负家庭伦理
责任的过程便为其道德生命舒展，农民依托自然肉体而成道德生命历程，便实现其生命价值。
“礼”既是规范家庭人际关系的社会伦理，也是建立“我-宗”结构的生命伦理。生命伦理赋予个体以
生命价值，奠定家庭人伦的价值基础，是家庭制度的合法性根源。“礼”最重要特征是否定“原子式
”个人，家庭亲密关系排斥个体性、私人性自然情感表达，家庭人伦为自然关系的伦理化。“非个体
主义”的社会学特征恰恰是传统农民德性伦理生活的实践基础，而这与崇尚个人自主性的现代自由主
义伦理观相冲突。在现代语境下，礼的生命伦理维度被忽视，传统“礼法”成为伦理革命的对象。
以现代自由主义理念为参照的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革命对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改造，礼的二
维一体性造成这一变革形式突破政治社会学范畴，演变成为“宗教革命”。或者说，改造农民道德生
活的传统社会学形式，便是在瓦解农民的生命伦理理念。
农民的道德理念转化为“人伦日常之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多重力量的作
用下，农民道德生活的两项重要社会学基础逐步瓦解，一是传统家庭制度，二是乡土熟人社会。这与
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伦理理念变迁同等重要。
经历过家庭民主革命和乡土熟人社会变迁之后，中国逐步产生出“个体化”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社会
组织超个体的实体性结构被打破，一切社会组织都可以化约为独立个体的结构形态。被改造后的农民
道德生活，在理念上崇尚个体自主性，在实践中通过立法保护个人“权利”。新的道德生活正接近实
现人的社会自由。
在没有上帝的中国语境下，纯粹社会自由带来了生命价值衰落的困境。或者说，自由主义伦理观只能
解决社会自由问题，却不能满足传统生命伦理被摧毁后的价值失落问题。对于农民而言，“我-宗”的
生命伦理体系随着传统“人-家庭”的社会结构瓦解后，新的婚姻家庭生活变成纯粹世俗事物的堆积，
婚姻家庭本身丧失价值基础。中国“宗教革命”具体表现为家庭生活的世俗化，这对于自古以家庭为
“终极关怀”对象的中国农民来说是致命的。所谓的“私人生活”和“公共政治生活”都属凡俗社会
性范畴的事物，并不满足农民的宗教性需求。
自新文化运动算起，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社会自由的目标正逐步实现，而生命价值层面的心灵自由问
题随着传统文化符号的神圣性衰落正日益严重。因此，未来的中国社会建设不仅要着眼于社会性层次
，更重要的是解决宗教性层次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最关键的一点是重新向文化符号注入神圣价值内
涵。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教授评价本项研究：“立足于乡土调查的经验基础，同时充分吸收
当代哲学与儒学研究的成果，对中国农民的道德实践与生死观等作了深刻讨论，力图揭示中国农民的
道德宗教生活及其生命价值，并以此揭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本质不同之处，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
”；
北京大学宗教学哲学系吴飞教授认为本研究：“基于扎实丰富的田野研究，尝试对农民的生活方式作
出理论上的概括，是贺雪峰教授所领导的学术团体长期努力的一个成果，也是对国内农村研究水平的
巨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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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吴飞把世俗意义上的过日子称为中国人的生活之道，桂华加入了宗教的视角，对于人如何通过“
宗”的世代延续而获得宗教性的超越的需求所论甚详，是内在超越说的一个落实。
2、欲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皆应阅读此书。
3、第一次理解“宗”的内涵，太有美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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