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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新儒家的儒学诠释与创新》

内容概要

《第三代新儒家的儒学诠释与创新:以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为例》尤其彰显了作为新儒学
发展阶段的第三代新儒家重要的内涵以及他们与前代新儒家的关联与区别。但对他们思想内在的结构
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与比较，虽在此书中未能得到完全的解说，却已或多或少地作为问题呈现出来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粗具规模的解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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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杜维明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他说：“尽管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在人的成长中起重要的作用
，但这些情感萌芽（四心和四端）的力量却是道德和精神的自我发展的内在结构性原因。严格地说，
道德性或精神性不是通过学习内化的，而是通过学习表现的。因此，在孟子传统中，学习做人被看成
内在道德和社会规范的一种‘相濡’，而不是把价值强加给未经教养的心灵。”可见，道德的先天性
是儒家修身的前提条件。 那么，修身如何进行？又如何实现？在杜维明看来，儒家的修身首先是进行
“礼、乐、射、御、书、数”的训练，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
心”的涵养。杜维明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来说明君子修身的全过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人人都具有天赋的四端
之心，君子把行仁义作为毕生的追求，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君子心怀恻隐之善，将这种德性实具于身
并扩充之、光大之，并以这种善行融化人心，并达于神妙莫测。正是在经历“善、信、美、大、圣、
神”的德性提高过程之中，君子把本源之善一步一步地扩而充之，最终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孟子又说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孟子眼中，亦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成就
过程。当然，儒家自我修养的主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各种关系的中心。杜维明引用《大学
》的一段重要文字来说明这个问题：“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修身在自我与社群的关系中处于中心连接的位置，向内，是个人的经验学习与心智锻
炼；向外，则是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儒者正是通过修身实现了“内圣外王”
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理想。 当然，儒家的修身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杜维明认为，这一过程充满了
痛苦。《论语》中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亦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儒者长久的修身过程之中，痛苦是其中必经之险阻，杜维明曾专门讨论孟子思想中的意志薄弱问
题。杜维明认为，与仁、义、礼、智等德性常处于潜伏的状态、有时甚至于失落相比，人们的道德发
展难免受到对当下满足的渴望、错误意识、不可指望的习俗的逼迫等原因而具有了某些限制和惰性。
这一冲突即儒者在修身过程中时刻必须面临的痛苦。杜进一步思考认为，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朱
熹的“坚苦功夫”、王阳明的“良知良能”等方法都是对这个痛苦很好的回答。痛苦是君子修身以至
于完人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对痛苦的体验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情感，而且还提醒我们自己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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