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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儒学》

前言

　　我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但不幸早岁喜读儒书，以致时时陷入一种文化冲突及具体存在感受
的焦虑中。　　在我周遭，儒家所描绘的那些文化理想世界及其理则，是找不着的。一切衣、食、住
、行、语汇、思维、行动，都强烈显现着一种现代性的特色。可是我们仍时常标举中华文化。忠孝仁
爱信义和平、三才四维五福六合七巧八德九如十全，也仍然是我们的伦理准则乃至道路的名称。也就
是说，具体生活是现代，意识内涵中却还不免存着儒家的影子，或者说是“游魂”，以致在具体处事
时不免有些错乱。　　而且，问题好像又不止如此。现代社会一切逻辑几乎都来自于对传统的批判，
可是在具体的生活中，我们却能轻易地感受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许多文化问题。这困窘或荒谬的当代
文化情境，若对照古代某些文化表现，便会更显得不堪。我每天听着现代人对传统的批判，又明白现
代文化其实大有问题，当然就会益加焦虑。　　而儒家对文化人的期许又不同于现代的专业化知识人
。传统的士君子，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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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儒学》

内容概要

生活美的追求，是通于两端的，一端系在世俗生活的层面，即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一些
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上；另一端则系在超越层，要追求美与价值。若只流湎于世俗生活欲望的驰逐与
享乐，将逐物而流，享受了生活，却丢失了生命。若仅强调美与价值，生命亦将无所挂搭，无法体现
于视听言动之间。故礼乐文明，是即饮食男女以通大道的。道在饮食男女、屎尿稗稊之间，形成“不
离世而超脱”的形态。
作者爬梳文献，重建中国饮食男女之史，以见王道政治及乐生宗教之大凡，替现代人重新认识儒家思
想及生活美学，打开一扇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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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儒学》

作者简介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
创校校长。2004年起，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教授。研究
领域涉及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等。近年在大陆出版著作有《文学散步》（第4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名家讲现代中国：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
《国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北溟行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侠的精
神文化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儒学新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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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儒学》

书籍目录

当代思想文化变迁之路在现代社会重开礼乐文明生活儒学的面向人文美学的研究人文美的道路风俗美
的探讨生活美的追求饮食男女之道饮馔的政治学生活的艺术化另类生活美：隐逸日常生活的审美思维
附录  游戏的人  游戏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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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儒学》

章节摘录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二十世纪，儒道释三教，就如本文开篇所介绍的，在近百年间采取的策
略，基本上是依附的。即，承认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然后努力说明自己并不落伍，也具有那些现代
性；在现代社会中，且可以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科学工业技术活动等等做很好的结合，甚或可促进
资本主义之发展，亦可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之中。即或不然，也可以协助现代社会，做好辅翼及救济的
工作，例如协助安顿现代人之身心，或办若干社工、社辅、社福、社会救援事业，以改善自己迷信、
落伍、不科学、现代化绊脚石之形象，获得现代社会的认可和赞扬。　　这其实是个十分反常的现象
，因为宗教在历史上向来是反对现世或批判现世的。儒家虽非宗教，但既主张开物成务、治国平天下
，又岂能以附和现代性为满足？　　故我们应注意另一思路。因为对现代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者，情况
与我们完全相反。以本文所述及的日本与东南亚佛教、伊斯兰教、欧美后现代相关思潮等等来看，这
一路反而声势更大，亦更具原创性。总的趋势，是反对现代生活，希望重建一套生活伦理。　　我称
此为伦理的转换与思维的重建。所谓伦理的转换，是指资本主义伦理在欧美已面临被扬弃、替代或更
新的命运，在欧美以外的世界，也无法再维持其霸权及正当性，遭到了其他伦理形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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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儒学》

精彩短评

1、发现龚鹏程是最近阅读最大的收获
2、思路清晰，语言平易，有切身的体会。
3、增加阅读量，扩展知识面。
4、但过分强调儒学的生活维度也不好。毕竟儒学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体系。冯友兰说的“抽象地
继承”其实更得我心
5、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
6、:C52/4872
7、每读一本都有新收获！感觉是一个新世界！
8、《生活的儒学》里提到的男女关系倒与我的某些感触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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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儒学》

精彩书评

1、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其活动舞台即以全世界为目标。时至今天，资本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物质
生产力量，已几乎进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资本主义所到之处，无不被其进行了摧枯拉朽的全方位的
改造，世界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化的世界。其后果，即是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也全皆
资本主义化。并且，这种“改造”与其后果，已构成一种互为因果与推动力的过程。更让人气馁的是
，人的行动，其最大的决定力量，又是一种物质的力量。作为一种人的无可避免的存在方式，诸如国
家、区域、民族、族群等，无法拒绝物质的力量和诱惑。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关系体，国家、区域
、民族、族群等作为一种群体存在物，无论是在文明的话语权的争夺上，还是于野蛮的战争中，都需
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作后盾。这种物质，外延广泛，包括粮食的生产、科技、能源、武器等。而在现有
世界的可能中，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提供最为强大的物质生产力。从世界历史和现实看，拒绝改变者
，皆被抛于世界边缘，甚至“挨打”；而进行某种“另一种道路”实践者，如社会主义实践，则给自
身带来比拒绝改变者所遭受的更为巨大的灾难。由此，世界无奈只能成为一个一体的世界。国家、区
域、民族、族群等，事实上，迄今，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而并不是任何可以独立自足的自身即
可成为一个世界的存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全球化”的“自动化”的进程，被裹
挟着前进，不得不前进。这种“自动化”的进程，只以一种方式：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一种同一的
面貌：资本主义的面貌。但资本主义之诞生所依靠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却并不是世界的每个角落
，而只是极为有限的“西方”。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对世界进行的“改造”，实质只是把世界的每个
角落复制成一个“西方”的类象。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后果即是“西化”[ 世界的一些地方不取径资本
主义，而取径社会主义，即“苏化”，实亦是一种西化。在笔者看来，社会主义可能亦只是“资本主
义”的一种变体。这是因为，首先，社会主义学说即诞生于资本主义内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社会
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对待生产力，这一造成世界的强烈变化与变异的力量的
问题上，社会主义可说与资本主义如出一辙。社会主义的目标自然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这是不可能实
现的目标。然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却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取径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
，要么是实现了后者，成为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变体，如中国；要么是既没实现后者但又仍持以前
者为理想幌子，而成为一种独裁的拒绝改变者，如朝鲜。]。世界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同一的资本主义面
貌，只是一种“西方”世界的面貌。于其中存在和生存的人，其生活方式，即是一种对“西方”的生
活方式的模拟。因为，人不能脱离物质环境而存在，世界已成为“西化”的世界，生活方式却不能不
随之而改变。举直观例子譬之，“西化”的世界为你提供了摩天大楼，这是一种充分利用土地与空间
的建筑，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不可能再想享有背山靠水风水上佳的独院；“西化”的世界为你提供了
火车、飞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不可能再花上数月一年徒步、骑驴晓行夜宿到某一个地方，因为你
所要办的事情没有给你那么充裕得过分的时间；“西化”的世界为你提供了报纸、电视，铺天盖地的
广告，你不可能再“酒香不怕巷子深”；等等。这些新的实只是“西化”的物质存在，是一种互相连
结在一起的互为因果与推动力的存在，肯定会影响到甚至决定你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作为现
实的体现的生活方式。“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你名之曰。但实是“西化”。或许会有诸种“现代性
”的可能，但至今基本全部所体现的，仍是“西化”的面貌。如同资本主义的诞生一样，“西方”之
外的世界其它地方的文化，或说“西方”之外的世界其它国家、区域、民族、族群的文化，其诞生，
亦是依靠当地的地域和历史文化坏境。每一种文化，都是与当地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的一种关系。
在这种文化之中的人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应对其所在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的一种方式，也是其
与当地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共存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对这些地方的改造，其所产生的“新文化”
和人的存在和生活方式，显然并不是一种基于当地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的一种历史性的诞生，而只
是一种对于“西方”的凭空的移植，是对“西方”地域和文化环境的一种非历时性的复制，是一种人
造的类象。当地的原有的历史文化，由于其所依赖的当地的物质环境已被改造，其存在的根据即已失
去，其生命力即被挤压，被驱赶，严重者，即失去其全部的生命力。这样的一种产生于被改造后的物
质环境的“新文化”，既被割裂于当地的地域与历史文化环境，与当地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无涉，亦
并不与其“象主”“西方”的历史性的地域和文化环境有关。处于这种“西方”的类象的世界之中的
人，其存在和生活方式，不再是一种应对其所在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的一种方式，不再是其与当地
的地域历史文化环境共存的一种方式。而是成了一种断裂的诞生，一种无根的诞生。处于这样的一种
类象世界的人，已是一种与其所在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断裂的人，一种无根的人。当资本主义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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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儒学》

世界变成其诞生地“西方”的类象后，其最严重的后果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被减少乃至被消灭。全
世界已经是成了一个同质化的世界。除“西方”外，世界不再存在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文化。[ 虽然在
譬如詹明信的叙述中，后现代已取消了“历史的深度”，但西方，事实上，仍具有非要深厚的是实体
性历史存在，各种历史建筑即是其最显眼表征。倒是那些“西方”之外的那些被资本主义改造后或改
造中的地方，其实体性历史存在则多造惨烈破坏，中国在此方面无疑表现突出。]每一种文化都是对世
界的一种应对方式，一种与世界共存的方式。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被减少乃至被消灭后，那么人类应对
世界与跟世界共存的方式则亦相应减少乃至最后只剩下一种，即资本主义的应对方式了。是的，由于
资本主义的强大的物质生产力量与天然的向外征服性，在很大意义上，只是应对世界的一种方式，而
并不是一种与世界共存的方式。其天生就是要把世界当作征服和改造的对象。正如世界是一个巨大的
生态系统那样，其稳定性有赖于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亦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生态系统，其稳定
性也有赖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提供给人类多样的应对世界和与世界共存的
方式。[ 关于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自然生态的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以及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的
重要性问题，可详见：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3期；费孝通、方李莉：《全球一体化发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困境》，载《民族艺术》2001
年第1期。]就像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是完美[ 这种不完美是指一种功能上的不完美，而并非指一种价值
上的不完美。以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的生物，在价值上都是完美的。下文所说的“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尽善尽美的”，亦只是就功能上说的，而并非指涉价值。]的那样，人类世界，也
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尽善尽美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包括了优点和缺点、长处
和短处。每一种文化，都只擅长甚或只能应对某些方面的问题，因为每一种的诞生，所依靠的，都是
其所在的独特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在功能上是完美的。若将这些独特的地域
和历史文化环境悉数消灭，那么依靠其所产生的当地文化，亦将会失去继续存在的物质根据。由此，
人类应对世界的创造力也将会尽数减少、削弱。人类，需要多样的文化生态，为人类提供应对世界的
创造力，然后跟世界共存。这并非靠单一的资本主义应对方式即可做到。譬如，资本主义的发展，导
致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分裂以及自然环境的惨烈恶化，就并不能仅靠资本主义本身即可解决。它还需，
事实上是更需，依靠其它的文化提供更具创造性的价值和实践。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前进的过程，不可
能永远停留在一点。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人类当真面临某个重大问题时，由于人类应对世界的创造
力的衰退和单一，后果当不堪设想。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并非只是一个仅仅关乎文化本身的问题
，而是一个关乎人类的未来的存亡的问题。这样言说并非过分，更非危言耸听。资本主义的过度与畸
形、单一发展，已经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危害乃至灾难，有目共睹。若继续任凭资本主义的过度、畸形
、单一发展，那么人类世界将要面临的更大的危害与灾难，指日可待。作为诞生于中国地域和历史文
化环境中的儒学，以及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流的儒学，其在世界包括中国日益资本主义化、“西化”
的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处境，亦与“西方”之外世界其它地方的原有文化一样，由于其所诞生和存
在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的被改造，而亦日益丧失了其存在的物质的根据，其生命力也日益被挤压、
被驱赶。在世界的范围上看，儒学与“西方”之外的那些其它的地方文化一样，都已经是处于世界文
化的边缘，在世界文化的话语权上，并不处于一种主导的或中心的地位。居于此一种主导或中心地位
的，只有一种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处在这样的一种丧失存在的物质根据且被挤压被驱赶的“西方”
的类象世界中，儒学与世界所有其它非资本主义文化一样，想要继续存在与重新蓬发自己的生命力，
就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日益资本主义化、“西化”且以资本主义、“西化”为唯一“现代性”的世界
，重新寻找自己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和新的生命力的蓬发点。自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1921年梁漱溟发表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
宗三、张君劢、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
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儒学的一切努力、摸索与跌宕，可
说即是在寻找一种途径，以摆脱这种“现代性”的困境。在一个资本主义化、“西化”且以资本主义
、“西化”为唯一“现代性”的世界中，“传统若要予以保留，则须证明或显现它具有现代性，能与
现代社会之体质、结构、价值标准相适应、相结合，或能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龚鹏程：
《生活的儒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自清末洋务派以来的中国儒学，其所作的自
我论说，即是如此。据龚鹏程《当代思想文化变迁之路》一文的叙述，在近一百年来的“儒学与现代
性”的讨论中，为儒学仍能存续于这种现代性世界所作的辩护，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种论式，是
说儒学的基本精神并不违反现代社会的性质（如民主、科学、自由、工业化，等等）与发展；儒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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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伦理道德实践，则仍是现代性社会中所需要的，现代人仍需要守道德、讲伦理、重心性。但这
种辩护太弱势了，儒学精神所被认为仍能作用于现代社会者，其实只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辅助或补充
，最多只能成为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调节因素。第二种论式，则企图说明儒学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
具有增进及强化的积极功能。但因整个历史观已转向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关系，故若说由传统儒学可以
直接增进或增强现代民主科学工业资本化，很难令人接受，乃转而说儒学可以曲折地开出现代。也就
是说，儒学不仅可作为社会现代性的调节原则，更可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之类办法，曲折地开出
现代。而此种开出，因为儒学提供了实践理性的另一面，所以，其现代性会比只讲现代而忽略了超越
的心性本源者更为健全。第三种论式，态度最积极，认为儒学可以直接作用于现代社会，可有效增进
强化其现代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儒家思想有助于东亚经济成长’及‘儒商’的讨论，即属
于这类。第一种论式，着重面在于儒学的伦理道德价值，盛行于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第二种论
式，着重者在于讨论儒学与民主科学之关系，形成于六七十年代；第三种论式，则侧重于经济发展，
出现于八十年代以后，试图发展一种东亚资本主义的论述。它们都有选择性地进行儒学现代性的辩护
。这种辩护，也可以说是现代性依附。儒学的价值，必须附丽在它具有现代性上，否则，儒学就会被
认为没啥价值。在它具有现代性上，否则，儒学就会被认为没啥价值。”[ 龚鹏程：《生活的儒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龚鹏程在此文中还论及了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
人精神》：“另外还有一种研究，可以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为代表。余先生认为
明清商人曾从中国儒道佛三教中吸收了一些质素来发展其伦理态度，其诚、俭、勤均有近于基督新教
伦理之处。固然此一时期之商人仍处在传统时代，尚未能开创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但类似‘入世苦行
’之伦理，发生于中国历史上宗教也正由‘出世型’转向‘入世型’之际，却值得玩味。余先生说的
人世型宗教，主要指禅宗和全真教。但依余先生所言，明清商人的精神与禅宗全真教之关系，其实仍
然极为迂远。余先生是这样推论的：第一，禅宗与全真教，相较于早期佛教、道教，都可说具有人世
苦行的性质；宋代新儒家，相较于古代，亦然。第二，新儒家，正是受启发于禅宗，且更能人世的。
第三，明清商人伦理与儒学有密切之关系。这样的推论，问题重重，且甚难直接说明禅宗与商人精神
究竟有何关联。但它终究为一韦伯式的(Webeian)研究，也就是不直接针对韦伯的说法去论辩儒家是否
可以开出资本主义、是否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而以韦伯的论述方法去说儒家与商人伦理‘相关’
。”[ 龚鹏程：《生活的儒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但儒学与现代，特别是
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讨论，目前学界研究之成果，仅此而已。其总体方向是依附于现代性，以说明
自己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这种说明，在日本经济衰落、东亚又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事实上也已日益
萧瑟．没什么新的讲展。”[ 龚鹏程：《生活的儒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儒学
虽非宗教，但既主张开物成务、治国平天下，又岂能以附和现代性为满足？”[ 龚鹏程：《生活的儒
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显然若仅拥有这几种论式，儒学想要在一个资本主义化
、“西化”、的世界中，解决自己的“现代性”困境，重新取得继续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找到新的生
命力的蓬发点，是仍极为不够的。它还必须继续寻找一种更为有力与强大的论式。龚鹏程在《当代思
想文化变迁之路》一文中，列举了“批判现代性的佛教思潮”、“新伊斯兰主义的思路”、“现代之
后的理论反思”等例子，提请注意这些“对现代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者”所展示的“另一思路”。龚鹏
程认为，这些“对现代社会采取批评态度者”并不依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但反而声势更大，更
具原创性。其总的趋势，是反对现代生活，希望重建一套生活伦理。龚鹏程将此称为伦理的转换与思
维的重建。“所谓伦理的重建，是指资本主义伦理在欧美已面临被扬弃、替代或更新的命运，在欧美
以外的世界，也无法再维持其霸权及正当性，遭到了其他伦理形态的挑战。”[ 龚鹏程：《生活的儒
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龚鹏程所说的“批评现代性的佛教思潮”和“新伊斯兰
主义的思路”等“西方”之外的学说及其实践，为未来儒学应取的路向，固然可以提供一种启示，但
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真正起到颠覆性作用的，却仍无疑是产生于“西方”内部的“现代之
后的理论反思”，即是后现代思潮及其叙述。在现代儒学的自我“现代性”辩护中，第一种论式活跃
的时代，世界还没进入后现代的世界；第二种论式后期时，后现代的思潮和叙述才在西方兴起；第三
种论式兴起时，后现代思潮与叙述在中国还并不具有影响；余英时任教于西方高等学府，当早注意到
后现代思想与叙述的影响，但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在于沟通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因此并不会以一种
“对抗”的姿态来叙述中国儒学与西方主流思潮“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今天所处的语境，与上述
三种论式所处语境不同的是，世界已进入后现代的世界，且我们已经注意到后现代思潮与叙述的巨大
影响。在后现代思潮与叙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强烈批判下，资本主义“现代性”已经并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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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合法性，现在倒是其需要说明自己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现代儒学的未来路向，应是要摆脱这一
百多年来的那种依附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论式，重新以一种独立的主体姿势，以自身的立场来作
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者，也即是现代儒学要从一种解释者的身份，转换成一种批判者的角色
，成为一种“批评的儒学”。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彻底地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要对其
进行某种限定，现代儒学应在这对其进行某种限定的工作中，以独立的姿态努力为其赋予更多的新的
价值与伦理。若说以往现代儒学的自我“现代性”辩护是，儒学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化；那未来的
新儒学的走向，在某种意义上，则应该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儒学化。今天我们在资本主义“现代
性”的“西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再脱离世界而独立自足
；但在未来，我们的任务却必是，还要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无论是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中、社会
转型中，还是在更遥远的未来中，都意义重大。未来的中国，必是世界的又是传统的。因为，非世界
（的一部分）的，无以“现代”；非传统的（一部分的），无以“中国”。许知远有一本书，名叫《
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此，我想补充的是：“我们还要成为传统的一部分！”（2011年10月3日
写毕）
2、《生活的儒学》自序龚鹏程 我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但不幸早岁喜读儒书，以致时时陷入一
种文化冲突及具体存在感受的焦虑中。　　在我周遭，儒家所描绘的那些文化理想世界及其理则，是
找不着的。一切衣、食、住、行、语汇、思维、行动，都强烈显现着一种现代性的特色。可是我们仍
时常标举中华文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三才四维五福六合七巧八德九如十全，也仍然是我们的伦理
准则乃至道路的名称。也就是说，具体生活是现代，意识内涵中却还不免存着儒家的影子，或者说是
“游魂”，以致在具体处事时不免有些错乱。　　而且，问题好像又不止如此。现代社会一切逻辑几
乎都来自于对传统的批判，可是在具体的生活中，我们却能轻易地感受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许多文化
问题。这困窘或荒谬的当代文化情境，若对照古代某些文化表现，便会更显得不堪。我每天听着现代
人对传统的批判，又明白现代文化其实大有问题，当然就会益加焦虑。而儒家对文化人的期许又不同
于现代的专业化知识人。传统的士君子，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因此他们不能安于在某一个专业领域
中当知识职业工人，一定要有“经世济民”“人文化成”的宏愿或心境。然而，此一宏愿，倘无机缘
及社会条件之配合，其经世理想便不可能落实，只能处士横议一番或书空咄咄一番罢了。其次，纵使
有经世的机会，古代儒家之学，又真能经今日之世乎？我既读圣贤之书，遂不免也怀抱着经世的大愿
，但也同时拥有上述各种苦恼，一直在寻找生命和文化上的出路。二十年前，遭逢两岸交流情势初启
之机，略与经纬运筹之事，遂出仕担任过一阵子公职，统理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大众传播之交流。经世
之志，虽若已偿，其实却是更深的痛苦。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因体会而更加深刻；现代社会的政
治与文化困境，更远远超过了原先的理解。一时间，早年所持之文化理想究竟还能不能落实于这个时
代与社会，甚感茫然。一九九三年我辞去公职，开始筹办南华大学。自然地，也就转而以教育作为我
文化理想的实践之路。次年，赴四川参加纪念唐君毅先生的研讨会，想起昔日唐氏颇伤中华文化花果
飘零，而大陆近年乃渐钻研其学，有诗叹曰：“花果飘零海客忧，于兹花发望江楼。吾闻大道通天地
，岂有息 壤塞九州岛？说性谈心唐氏史，原儒判教万斛舟。川西玉垒今犹在，变灭浮云且暂休。”政
事权局，因时变灭，文化创造才能久长。唐氏的遭遇，可为例证。但唐氏与牟宗三、徐复观等当代新
儒家所说的心性论，在乱世，固然有挺立人极之功，可以为天地立心。然化成人文，以为生民立命，
则我以为彼等似乎尚有未逮。故草成《论唐君毅的人文美学》一文，欲于此更进一解，谈人文美的含
义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礼乐文化重建的问题。一九九六年，我配合佛光大学推动礼乐教育，而
在北京与中央音乐学院合办的礼乐文化重建学术研讨会，即以论唐先生那篇文章为基础而发展之。稍
早，北大哲学系办了个讨论中国哲学如何现代化的会议，我亦曾有文章质疑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认
为现代人对于中国哲学，虽有了许多关于道、气、性、理、仁、心的抽象概念，却欠缺具体的了解。
不晓得这些观念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生活场域中浮现出来的，也不明白这种观念与具体的人文活动有何
关联，以致哲学研究只是抹去时空的概念编织，用没有时空性的知识框架去讨论活生生的历史人文思
想活动。研读中国哲学的学者与学生，也往往成了擅长运用逻辑与概念、配拟西方哲学术语及理论，
以“重建”中国哲学之理论体系的人。这里所强调的具体生活场域、人文活动、感性生活等，都显示
了我希望中国哲学在当代新儒家所讲“生命的学问”之余，也能开展出“生活的学问”。而且讲中国
文化，除了哲学性的了解之外，更宜增强其历史性，注重生活世界。我当时由中文学界转入中正大学
历史研究所任教，也表示了这种态度。此时，我亦正与学棣林素玫、孙中曾等清理台湾美学研究的成
果，写《美学在台湾的发展》。学棣毛文芳则正在研究晚明闲赏美学。我似乎也嗅到美学在台湾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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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命美学发展出生活美学的气息。一九九七年，第二次台湾地区文化会议，我担任“提升生活质量
”组的引言人，深感文化理想需要落实成文化建设方案、文化政策及相关法规。乃一方面从管理学角
度写了《人文与管理》，一方面成立了文化行政与艺术管理研究所，同时又陆续写了这本书中《人文
美的道路》、《风俗美的探讨》、《生活美的追求》等文章，希望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思想的纵
深与历史的思考。 从生活美学的角度说，我亦企图在一般谈美学而局限在艺术美的人士之外，另辟一
个生活美学的论域。从生活的角度看，生活除了饮食男女，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除了奔走营生、操
持居赢，我希望它还能显露一些文化价值与美感经营。从文化上讲，则面对当代人文环境及文化建设
的需求，我也想提倡礼乐之教，以化民成俗。而礼乐，古代儒者所讲的那一套，我不但不认为它们是
桎梏人心的礼教，该归入打倒破除之列，更想赋予一种生活性、艺术性的解释，以使它能在今日的现
实社会中起作用。 在这些文章中，我还试图说明：文化才是政治的内容，政府施政，是要让民众获得
较好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进行权力之分配。因此，政治应以发展文化、淳美风俗为薪向，此即古人所
谓移风易俗、化成人文之义。而人文之美，即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的艺术化，才可以
使人脱离粗俗朴鄙的状态，而体现其文化涵养。那么，如何追求生活美呢？生活美的追求，是通于两
端的，一端系在世俗生活的层面，即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一些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上；
另一端则系在超越层，要追求美与价值。若只流湎于世俗生活欲望的驰逐与享乐，将逐物而流，享受
了生活，却丢失了生命。若仅强调美与价值，生命亦将无所挂搭，无法体现于视听言动之间。故礼乐
文明，是即饮食男女以通大道的。道在饮食男女、屎尿稗稊之间，形成“不离世而超脱”的形态。中
国人传统的生活态度、儒家的礼乐、道家的尊生，乃至中国人宗教文化的特质，均可从这里略窥其奥
。故我要爬梳文献，重建中国饮食男女之史，以见王道政治及乐生宗教之大凡，替现代人重新认识儒
家思想及生活美学，打开一扇窗户。当然，既说是生活的儒学，既说要经世济民，岂能徒托空言？一
九九六年以来，我又在南华大学开始办生死学研究所，非营利管理研究所等，在佛光大学办生命学研
究所、未来学研究所等，将儒学知识贯注于现世事务中。另推动射礼、冠礼、殡葬礼俗的社会革新，
让人明白生活的儒学不是一句空语，更非仅是一套理论，它确实是能在现代社会中起作用，是可以“
化民成俗”的。　　近几年，我在大陆各处讲说生活儒学，更有不少同道与例证可说。不过这里就不
多啰嗦了，只简单讲一句——由我的理论和实践可知：凡诋毁儒学，认为儒学已不适用于今日者，只
不过是不懂儒学，又不知如何将它作用于当代的书呆子罢了；凡不思以儒学改造当代社会者，亦只是
对现代生活无感受、无反省的可怜人罢了。　　本书纵横博辩，颇发人所未发，而取义盖本于 “观”
。《易经》观卦屡说要“观我生”“观其生”“观民设教”。贲卦又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吾不敏，亦有此奢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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