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复兴与人类文明的新 图景
文/高瑞泉

20世 纪中叶到21世 纪中

叶 将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件

记载在历史上的 是现代中国

的崛起 伴随着这一过程的

既是民族的复兴 又是文化的

复兴 "特别能表示作为一个政

治共同体的现代民族的文化

特质的 是儒学的复兴 "传统

儒学在晚近一百多年经历了

困顿和冲击 , 又经过了自我更

新和复兴 :证明自己经过推陈

出新以后 依然可以是有巨大

活力的传统 "今天的儒学 , 一

方面固然是孔子所开创的文

化一哲学派别所代表的古老智

慧 它源远流长的历史本身已

经表示了她有恒久的价值;另

一方面 儒学本身已经是历史

的产物 在历史中具体展开的

同时是儒学与时俱进的智慧;

或者说.正因为孑仔 是圣之时

者 , 儒学能智慧地与时俱进

在应对外部世界与人伦关系的

变迁中 /日新 !日新 !又日新

儒学的价值才得以不断证成 "

换言之 , 儒学的价值并非一套

死的教义 而是我们民族实践

和生活的智慧 是随着生活 !

实践而不断生成的智慧 "它既

有古老的根系 又不断开出新

鲜的花朵 "

晚近一个多世纪中国社

会发生的巨大变迁 是整个社

会结构性的 , 涉及到我们的存

在方式和生活样态 "哲学作为

时代精神的精华 不能不回应

这一历史巨变所带来的挑战 "

以往人们注意到的历史观 !认

识论 !价值观和方法论甚至逻

辑学 :它们在近代以来所发生

的革命性变化 只是哲学变革

的某些层面或某些视阂 "如果

从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视

阂看 , 它们其实围绕着 /动力 .-

和 /秩序 / 两方面的追求以及

这两个诉求的复杂关系在展

开 "儒学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

重要一脉 , 同样如此 "

孔子说 /朝闻道 夕死可

矣 又说 /天下有道 丘不与

易也 "从孑仔 开始.道就是中

国哲人的追求 , 因而成为文明

的动力 "但是无论是天道还是

人道 .都既是永恒的又是变动

的 "政治化的儒学曾经只关注

农业文明和大一统 君主政治

的稳定 为此努力提供哲学的

证明 , 包括权威和秩序;后来

获得理论上高度发展的心性

儒学 , 则更注重内心的修养 !

道德的提升 , 以及在形上学理

论方向上得到新的开展 但是

在 外王 .-学方面一度缺乏创

造.甚至疲于应付 进而影响

到它应对事变与世变的能力 "

近代以来 , 中国进入了从

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的

现代化过程 , 以及从中央帝国

一变而进入高度竞争的国际

环境 "现实生活中对 .-富强 /

的追求 , 需要哲学的辩护 中

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落后 ,

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负 , 都

导致 /动力 .-的追求成为社会

和民族的内在期待 "中国哲学

有悠远的 .-变 /的哲学 但是古

代哲学的一种强势诊释却以

虚静为本体 "古代哲学的 -.动

静 ! /道器 / ! -力命 之争 进

入 近代 以后 积极地 应对时

代的拷问 要从古训 .-太上立

德 !其次立功 !其次 立言 0的

模式中转变出来 "同时汲取了

西方传播的多种哲学思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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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一体的关系, 其基础是经

济的结构和经济活动的秩序

经济活动的秩序的集中表现

则是政治:它涉及到合法性 !

权威和政治组织 "意义世界的

秩序则涉及到价值和理想 就

其具有超越性或是终极关怀

的意义 则应该包括宗教 "宗

教不但关心此岸和彼岸的秩

序 而且体现了人们对安排生

活秩序的理想 -

19 世纪晚期以来 , 中国

人曾经提出过许多有关未来

世界秩序的想象 , 譬如自由主

义 !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 ,

但是有一个观念是被广泛共

享的 那就是 /大同 -"换言

一之, 虽然从伦理一政治的向度
说 , 有国际政治和民族国家内

娜啊 向_冲卑碑追求民族

蒸淤:
滩鸟年邦的未来社会蓝图,其
一秩序建构的基本原则是平等

/去九界 0是激进的平等主义

路径 "5大同书6表明 /大同 /

时代将是一个缺少发展动力

的时代 后来的社会主义实

验 在秩序建构方面 与 5大

同书 6有明显的类似 "这表明

平等成为建构理想社会秩序

的主要原则.

在处理现代社会的基本

秩序的过程中, 一方面有上述

基于 0平等 /的激进主义的方

案和实验 另一方面有更强

调法治 !宪政民主和市场经

济秩序 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方

案 理性化 (韦伯)和市民社会

(黑格尔)受到关注 "后者在

接受外来思想的同时 也渐渐

倾向午传统的自然演变是社

会秩序的基础 "因而在经济起

飞实现以后 以文化传统主义

为特色的保守主义开始崛起.

取代文化激进主义成为社会

主流思潮 "他们的运思方向

是将社会秩序 -文化的连续

性 !人的实存三者视为内在一

体的 "以现代新儒家为主体的

人文主义在这方面做出了引人

注目的工作"

与伦理一政治向度的秩

序重建相伴随的 是自19 世纪

中叶以来始终纠缠着中国人的

意义世界的失序和重构 "它包

括价值观念的新旧冲突和要素

排序 "前者是人们熟知的 社

会结构 !生活方式 !文化冲突

带来旧价值的失效和新价值

的渗入 它涉及到规范的有和

无.后者是指同样作为现代性

价值的自由.平等 !繁荣 !发展

等等在价值选择中何者占据优

先性的问题.涉及至8规范的先

和后 !强和弱.意义世界的重

构, 还关系到世俗生活和超越

境界 (道 !上帝 !神)的秩序, 因

而与宗教的复兴密切相关.它

指示了秩序重建的形上向度如

何为世俗生活的秩序提供辩

护或说明"考察不同的价值排

序的观念前提和方法论 是哲

学研究的重要工作之- "

20 世纪晚期中国经历了

经济起飞.随之发生的历史性

变化是 /动力的追求 .-开始让

位于 /秩序的重建,, 或者说.

原先困扰中国哲学家的 /动

力的追求 / 转变为 .-动力的

反省 0 ) 它表现为 /启蒙反

思 !进步主义批判 儒家哲学

的重光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和谐 0成为朝野一致的追求

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转换 "

当然 在秩序重建两个

层面) 价值秩序和政治秩

序 ) 已经出现的新理论中

依然蕴涵着冲突: /天下 /还是

/帝国 /? 普遍主义还是情景

主义7 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的政

治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 也尚

在变革之中"而其深刻的背景

则是 随着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的兴起 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似

乎更为不确定 "最为紧迫的问

题是中国的崛起恰恰与全球性

的环境危机和资源竞争相遇,

所有这些 都对复兴中的儒学

提出了新的挑战 "正如大家所

熟悉的, 儒家有 /和而不同 -.的

智慧 有 /王道 / .-天下 /的理

想 有 /天人合一 .-的境界, 有

善于调节理性与情感 !团体与

个汰关系的传统.都应该对人

类的未来世界之秩序建构提

供有益的经验 "事实上.这已

经不是中国学者的自我期许,

随着中国的崛起 , 已经成为越

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同期

望 "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

重复古代圣贤的断语 美好的

理想并不会自动实现 "它需要

中国学者做更多的理论创造.

并把这种创造转变为实践的

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 , 儒学

的复兴关乎到人类文明的新

图景, 而未来世界的秩序也同

样关乎到儒学是否获得真正

意义上的复兴 ) 在回应历史

变动的过程中得到智慧的新创

造 真正从地方性的知识成为

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简言之.儒学在当代中国

的真正复兴 也许意味着有一

种新型文明的诞生 "它是近代

以来文化变迁的新的境界 , 是

儒学开放自身 与世界上其他

优秀文化融合的结果 "它既保

持着周易所指示的健动的力

量.同时又能给多元化的世界

提供新的秩序.它以 个性解

放与大同团结 0相结合 , 不但

要给中国人提示一种更为可欲

的生活方式.还要给人类指出

/永久和平0的前景 "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