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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学评论》

内容概要

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文化事件，标志着大陆新儒学的高调出场，其
中最主要的事件就是该年7月由蒋庆召集，陈明、康晓光、盛洪等人在贵阳阳明精舍举行所谓的“中
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随后，大陆新儒家们
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媒体宣扬其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使读者更好的理解大陆新儒学的实质及其发展的历史，也为了让人们对大陆新儒家的思想有
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我们特编辑了这本论文集，希望对关注中国文化发展的朋友有所助益。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学确实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大陆新
儒家由此推导出中国文化就是儒学，如果儒学亡了，中国文化就亡了，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了。这种
观点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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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世保，男，土家族，1974年9月生，籍贯湖北省巴东县。1996年获理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史学硕士
学位，200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南民族 学社会科学部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
站进站研究人员。主要社会兼职有：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湖北省炎黄孔子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
向为20世纪中国哲学和先秦儒学。已在《学术月刊》、《人文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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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张老师赠书。基本还可以，有些文章比较离谱。
2、我定了15本这个和12本《读经》为什么只送来了5本和4本订单不是下成功了嘛？当当怎么搞得给个
解释anderson@glvchina.com
3、方克力带人群殴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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