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1 月 15—18 日，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

际学术会议在深圳成功举办。 本次大会由深圳大学

主办，深圳国学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东方

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暨《鹅湖》月刊社、台湾中央大

学儒学研究中心合办，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具体承

办。 这是继 2013 年 1 月成功举办“儒家思想与当代

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深圳大学国学

研究所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儒学盛会。 本次大会

以“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为主题，来自美国、

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及中国内地和港台

地区 50 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120 多位专家学者

围绕着这一中心议题，从 20 世纪儒学发展的实践工

夫入手，立足当代、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儒学的当

下境遇、发展与问题及其未来走向，做了深入的探讨

和前瞻性的研究， 并就以下几个议题分别展开了具

体论析：

一、20 世纪儒学发展的回顾

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对近百年来儒学的发展，特

别是近 30 年来大陆新儒学的发展态势作了深入的

分析，认为“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是大陆新儒学

的主要存在方式， 大陆儒学的在场可以用 “文化儒

学”来定义，这也是儒学当代新发展的基础。 武汉大

学郭齐勇教授从宏观的角度整体地对现当代新儒学

思潮的来龙去脉、主要内涵、主要代表人物、重要贡

献等予以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评述， 充分肯定现当

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与唯科学主义， 重视人类与中

华民族之长久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

意识与思想等极其宏富，有诸多贡献，我们必须有敬

畏之心，必须有继承开新的精神；主张在体制内外利

用一切机缘在中国大陆再植灵根，重建儒学，积极主

动地与各种文明对话互动； 以健康心态面对传统与

现代间、东方与西方间的种种切切，一定要有定力，

有主心骨；认为当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的、

建设性的、辅助性的力量，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重视

发挥儒家资源的积极作用。 南开大学乔清举教授总

结了现代新儒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界的意义，认

为其意义在于打破了学术封闭，改变了学术态度，深

化了学术认识，改变了研究方法，重新确立了学术研

究目的。安徽大学张能为教授指出，现代新儒学是对

西方文化精神困境的批判性扭转， 代表了当前中国

文化建设的方向， 现代儒学研究要开拓多元化视野

和差异化方法论。 哈尔滨师范大学刘爱军副教授指

出，20 世纪儒学知识论的研究是在形上学之思的背

景下展开的， 始终未能真正建构起有效的科学知识

论传统，未来儒学的新发展，要区分道德上的知识和

理论上的知识。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认为，心学路向

是 20 世纪中国儒学开展的主流路向，其展开的三种

形态即：熊十力的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徐复观的消

解形而上学，胡秋原的追求理性、德性与人格。 西北

政法大学李明教授指出， 彰显中国哲学的独立性与

自主性， 弘扬中国哲学的优越性与普适性是现代新

儒家重建中国现代哲学主体意识的自觉与努力。 台

湾东海大学蔡家和副教授指出，唐君毅对船山“命”

义的诠释主要是从命日降、无定命、立命者死而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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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展开的。陕西师范大学许宁教授认为，方东美对

于张载关学的现代诠释主要是从精神气质、 思想圆

融、价值归致等方面展开的。台湾环球科技大学邓秀

梅教授指出，“生之理” 是唐君毅诠释二程乃至儒家

“性理”义的基本概念，具体而言，“道德义务之感”是

其首要之前提，“心气”是其重要的依据。浙江传媒学

院何仁富教授指出， 唐君毅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主要

是从精神生命、德性生命创生不已的义旨去理解的。

台湾东华大学黄汉光教授指出，唐君毅对《中庸》哲

学研究的贡献在于：从概念的流变推断《中庸》成书

于秦汉之际，肯断《中庸》在儒学的发展上为终教乃

至圆教的形态。

二、新儒学思潮、人物、专题等研究

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指出，贺麟的“新心学”是

以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为根干，融合了理想论与实

在论、观念论与感觉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以心

理合一、心物合一、心性合一、体用合一为形态，以理

想主义为归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北京师范大学

李景林教授认为， 冯友兰有关哲学正负方法的讨论

以及“具体共相”观念的提出，为理解哲学中道与言、

直觉与逻辑、 神秘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全新的

视角。武汉大学田文军教授指出，方东美的哲学是一

种“生命哲学”，其基本观念是“普遍生命”。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高秀昌研究员认为，以“民本”承受“民主”，

政治的道德化，破“私德”而立“公德”，以哲学或道德

代宗教、以中国文化救世界是梁漱溟、熊十力、冯友

兰自由民主思想的基本特征。 武汉大学胡治洪教授

认为，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核心是本体—宇宙论，

“体用不二”是其本体论的中心，“翕辟成用”是其宇

宙论的中心，“即用显体”是其把握本体的途径。南京

大学李承贵教授认为，贺麟对“知行合一”的创造性

诠释确立了知识优于德性的态度， 为科学知识成为

儒家伦理思想的有机部分提供了依据。 云南大学杨

勇副教授认为，援佛入儒是熊十力思想的根本取向，

并从判释与择立两个方面考察了熊十力的佛教研

究。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认为，明了道德之心创生的

存有是“善相”而不是“价值意味的物自身”是理解牟

宗三存有论真实含义的前提。 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冠

闵副研究员认为，“原” 作为追溯的方法构成了唐君

毅诠释学的中心，问题之原、名辞义训之原、次第孳

生之原、本旨之原构成了其具体环节。香港中文大学

郑宗义教授从本体论与知识论的角度讨论了当代新

儒家的真理观。 美国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基金会李

淳玲研究员认为， 牟宗三的圆善论主要是一种道德

的证成。武汉大学刘乐恒副教授指出，“感通”是唐君

毅哲学中具有基础性与关键性的论题与方法， 并具

体就其提出的内在原因、机理、脉络、环节、特色、不

足及当代性价值作了深入分析。 深圳弘法寺佛学院

张海龙从研治中国哲学史的态度， 义理训诂等交相

明的方法论原则，哲学史中的哲学方法，“原”的哲学

史叙述方式等方面对唐君毅的哲学史方法论作了具

体的探究。台湾佛光大学张玮仪副教授指出，当代新

儒家普遍具有强烈的治疗情怀， 诚然的自我敞现是

其得以解治倒悬、治愈人心最重要的力量。

三、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刘述先先生通过当代新

儒家的视域，对全球在地化问题作了反思与回应，认

为应对当前全球在地化问题可以从当代新儒家所倡

导的“理一分殊”中汲取智慧。 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

教授认为，“自由”一词既具有制度化的内涵，同时也

是人类精神共同追求的普遍性品格， 儒家传统中本

身就蕴含着丰富的“自由”遗产及其“主义”追求。 清

华大学方朝晖教授认为，礼治构成中国制度的基础，

法治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不能与礼治相提并论，当

代中国之发展亟待重建礼教文明。 复旦大学白彤东

教授从现代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儒家

理论对于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范式的优越性， 并就

儒家理论对于中国现实问题处理的启示作了具体说

明。黑龙江大学柴文华教授认为，儒家伦理并非已经

死去的历史陈迹， 而是至今活着的文化生命， 这些

“活元素”主要包括天人论、德本论、德治论、德育论、

群己论、义利论、理欲论、品德论、修养论等。《中国社

会科学》杂志社匡钊编辑考察了儒家与人权的关系，

指出儒家与人权的对话必须要超越权利的焦虑。 中

山大学李宗桂教授认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谐

统一的博大胸襟，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怀，整体为上的

价值取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主要表现。

台湾淡江大学高柏园教授指出， 唐君毅先生的生命

治疗学在理念和生活的层面充分回应了儒学做为生

命的学问、实践的智慧所应有的开展与内容，是 21
世纪人类生活困顿和自救之道。 深圳大学王兴国教

授通过历史的考察，澄清了儒家“血亲情理”精神论

与西周制度中“尊尊”、“亲亲”的关系，认为西周以宗

盟为政权的组织形式， 建立了将宗法制与分封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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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而形成的一个以泛血缘关系为纽带或组织方式

的政治共同体， 在泛血缘关系的宗法组织结构中把

“尊尊”与“亲亲”统一起来，为一可能的道德共同体

奠定了基础，因此儒家伦理“血亲情理”原则的“历史

本源”论不能成立，西周适为“华夏文化本体”的形成

时期，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母体”，“周孔之道”就是

“华夏之道”的象征与代表。 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明辉

研究员针对台湾近年来反对“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

意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肯定儒家经典进入中学课

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河北大学程志华教授认为，本

体论作为一切哲学问题的核心， 是所有社会形态之

性质的根源，“后现代性”应以本体建构为急，而承载

“后现代性”的本体形态应为综合与超越“客体”本体

和“主体”本体的“道体”。北京大学李翔海教授认为，

当前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在人类社会

确立新的轴心原则的过程中，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

文化独异的精神特质将有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晨阳教授从全球华人和

中国哲学的世界性角度对唐君毅先生的“灵根自植”

说进行了反思， 认为随着世界各地华人身份认同的

转变以及中国哲学向世界哲学的演变， 海外华人思

想家的推动作用会逐渐减弱。 美国宾州库兹敦大学

黄勇教授认为， 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局限于关

涉自我的个人行为而不适用于关涉他人的个人行

为， 当代完善论则忽视了人类完善之关涉他人的维

度， 儒学作为一种国家完善论可以对此作出独特的

贡献。 台湾淡江大学曾昭旭教授从心理创伤的疗愈

和爱情生活发展的角度， 具体讨论了儒学对于西方

文化所具有的善化功能， 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应该互

补相融以成兼美。香港新亚研究所卢雪崑教授认为，

孔子哲学是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根本，《中庸》、《易传》

是对孔子形上智慧的发展， 孟子最终奠定了儒家的

道德形上学。华南师范大学周炽成教授认为，荀子的

人性论是一种性朴论， 比孟子的性善论更接近于孔

子的人性论，董仲舒和《性恶》的作者从不同的方向

发展了荀子的性朴论。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陈荣灼教

授指出，朱子“心统性情”论是综合了伊川与横渠之

性情论的结果，重“行”是其本怀。深圳大学王立新教

授以船山和朱子对王猛的评价为个案， 认为将宋明

理学家对历史的探讨归结为功利主义和道德理想主

义的简单做法， 容易导致对其现实责任和历史情怀

的忽略。台湾中央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李慧琪指出，明

代在重气思想的影响下， 其人性论表现出反省孟子

“性善”论而肯定告子“生之谓性”说及反对宋儒气质

之性、天地之性二分的特征。香港新亚研究所吴明教

授从康德批判哲学的角度，认为王阳明“知行合一”

之知与行关涉的是德性之知与行， 亦即哲学的人学

体性学之自知自明与自我实现之问题。 台湾佛光大

学戚国雄教授指出， 将儒家伦理学理解为德性伦理

学乃是晚近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趋向， 德性

伦理学具有道德特殊论的特性， 并具体分析了儒家

道德特殊论的主要内涵。 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

认为，传统儒学理想人格理论具有默会的维度，这种

默会性主要包含感应自得、体认气象、顿然觉悟三个

环节。台湾中央大学王力坚教授以南洋客属总会《客

总会讯》为中心，考察了 20 世纪 80 年代新加坡的华

语运动与儒家思想的推行， 指出其对于新加坡社会

转型的积极意义。

五、儒家经典诠释与现代生活变革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认为， 作为经学的儒学和

作为哲学的儒学是儒家诠释学的两种基本形态，作

为哲学的儒学是儒学在新的时代得以延续并有所发

展的主要形式， 作为传统的经学已经成为不可能复

现的历史，经学的未来复兴只能是新的古典学，或者

是与哲学化儒学方式的一种融汇。 华东师范大学高

瑞泉教授指出， 观念史研究既是哲学史研究的变体

或扩张，也是哲学研究的另类途径，经典世界与生活

世界构成了观念史研究的双重根据。 中国人民大学

彭永捷教授立足于当前中国的人文学危机， 认为重

新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重新树立经学在整个人

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是克服和消

解中国人文学危机的路径之一。 台湾佛光大学谢大

宁教授认为，经典文本不同于哲学文本，主张回到经

典诠释本身， 在经典诠释的范畴内用新的提问方式

为经典本身找到通向意义之途。 台湾陆军军官学校

谢居宪教授指出，“一以贯之” 在孔子哲学中具有工

夫义，其工夫内涵可以“当下一心”、“物我一体”、“本

末一贯”三部分来阐释，相应于牟宗三天台圆教的义

理以及刘述先从“理一分殊”的规约原则建构世界伦

理。兰州大学陈声柏副教授指出，以全德之名解释孔

子的“仁”降低了“仁”的精神品格，并不能关涉“仁”

之实质内容，对“仁”的最恰当理解方式是体用论。河

北大学周浩翔副教授通过分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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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诠释， 认为三者的一致性在

于：批评乾嘉学派解读经典的方法策略，注重客观理

解的重要性， 突出诠释主体在诠释过程中的主动性

和能动性， 强调通过生命的体验以诚敬的姿态面对

儒家经典并予以解读。 台湾中央大学李瑞全教授从

科技应用与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角度， 认为儒学对

应用伦理学有许多可开拓贡献之处， 儒学可以提供

一多面而整体的伦理学，成一儒家的应用伦理学。宁

夏大学潘忠宇教授指出，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当代

“中国梦”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文化资源，并具体讨论

了儒家“大同”理想对当代“中国梦”的重要启示以及

当代“中国梦”对儒家“大同”理想的主要超越。 北京

大学彭国翔教授通过对冯炳南的“五教”观念与实践

的梳理， 指出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人对于自身宗教

传统的自觉认识，很多已经由“三教”转为“五教”。北

京师范大学李祥俊教授认为， 重构儒家的家庭伦理

是应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家庭伦理

失序问题唯一合理且可行的方案， 儒家家庭伦理的

重构必须以个体的自由、独立为基础。

六、儒学的当下境遇分析
和未来发展前瞻

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

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认为， 儒学的当代发展必须重

视由恕道和仁道所构成的精神性的人文主义传统，

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性， 要有一种深刻的自我反思

与自我批判能力，保持对政治、社会、文化的批判。台

湾东海大学荣休教授蔡仁厚先生在回顾当代新儒家

的学术贡献的基础上， 认为儒学未来发展唯一的出

路是“返本开新”，落实牟宗三所倡导的“三统并建”

的使命，秉持会通中外、通贯古今的基本精神。 美国

夏威夷大学成中英先生认为， 当代儒学的发展必须

以睿智和信仰作为问题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包含本体形上学、本体心性学、整体伦理学、本体诠

释学、本体发生知识论、分析整体方法学等的整体发

展架构。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指出，理性化是现

代性的表征之一，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必须注重工具

理性的培育，但不能选择将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对立的思维模式。 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

授对“后现代”作了哲学反思，认为“后新儒学”要以

“公民儒学”做为其社会哲学向度，以仁恕之道对治

现代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 北京大学胡军教授认

为， 西方文化对儒家文明的冲击主要是由其注重理

性的知识理论体系造成的， 儒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对

此有所回应和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干春松教授认为，

当前儒学仍处在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 其核心使

命是对儒家价值的坚持和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价

值支撑、公民宗教、制度创新、世界秩序是其当前发

展的重要领域。台湾华梵大学朱建民教授认为，儒学

不应只在学院高墙内发声， 而应对当代社会的进展

提供正面的实质影响， 并具体针对儒学界外人士对

儒学价值的质疑进行学理上的积极回应。 山东大学

黄玉顺教授通过对“进步儒学”思想方法的评述，强

调儒学研究应首先着眼于生活， 以及作为生活原初

显现的本真的仁爱情感之 “源”， 而不是形而上之

“本”。中国孔子研究院杨朝明教授指出，就中国文化

的现状而言，“认识自我”比“介绍自我”更为紧要，要

准确、充分地认识儒学价值，最为迫切的工作是正本

清源，还原原始儒学面貌，了解原始儒学本真。 马来

西亚儒学研究会陈启生会长以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

为例，对海外儒学的发展作了前瞻，强调文化团体对

于其发展的重要意义。 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重申了

通过世俗化途径以求儒学现代的主张， 并就其主张

提出的背景、世俗化的内涵、世俗化的必要性展开了

具体申说，认为实现“世俗化”必须有立场、观念、导

向的改变。

【责任编辑：林莎】

第 1 期 谢群洋：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