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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前　　言

□　郭齐勇

乙酉初秋，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东湖之滨、珞珈山下隆重召
开。来自海内外的百数十位学人聚集一堂，共襄盛举。会后，不少学者赞誉这是当代儒学
的一次高水平的盛会，诚非虚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儒学、当代新儒学与当代世界。会议的子题包括：熊十力、牟宗
三与现当代新儒学三代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当代新儒学与宋明儒学，当代新儒学与西方
哲学，当代新儒学与佛学，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及其创造性转化，儒学与东亚社会
的现代性，儒学在当代的作用与意义，儒学与文明对话，儒学与当代各种思潮，儒学与启
蒙心态，儒学的宗教性与草根性，当代新儒学如何深入发展，等等。

现代和当代新儒学思潮是２０世纪至２１世纪重要的文化学术思潮。我们通常称之为
“现代新儒学”或 “当代新儒学”。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和积淀，现当代儒学结出了丰硕成
果。砥砺学术，需对前人的努力作出有深度的研究与总结，以促进学术创新，推进儒学的
研究，进而探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与世界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举办这次国际新儒
学大会的主要目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一些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与研究专家之外，还有一些新面
孔，有六七个国家的学者，有不同地区的年轻人来发表论文，有不同的声音与争鸣，特别
有批评的自由，包括对当代新儒家学者的批评，也有不少本校的博、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
来旁听或参与讨论。我们不能自说自话，囿于一个小小的圈子。

儒释道各家并不相排斥，中外哲学也不相排斥，现当代新儒家学者都是融通的专家。
现当代新儒学本身就是现当代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本身并不只限于儒学，其代表人物
对道家、佛教的研究与吸收，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吸取，向民间社会的释放，向西方社会的
开拓，都值得我们借鉴。我持开放的新儒家的立场，力主包容、互通。

我在筹备会议的近两年时间里，反复与诸君子协商，我们一定要开成一个开放式的会
议，要感动、吸引新生代的参与，要有听德、雅量与风度来容受、回应各种批评，这样才
能达到我们办会的目的。会议期间，我们还特意安排了四场大型的人文演讲，每场有四五
位学者联袂上场亮相，与学生对话，场场爆满。学者们对武大学子的好学、好问与善思，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学生们也对中华人文价值与当代新儒学有了新的
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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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末年，政治腐败，我国遭到列强的侵略，内忧外患，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社
会结构解体，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儒学首当其冲，遭遇了 “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
面。正是在此文化危机中，一些饱含忧患意识的学者为传统文化之复兴奋力疾呼，现当代
新儒学思潮应运而生。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新儒学，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
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先生
等。他们都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或国学大师，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挺立起中国文化
的主体性，创造性地融合西方思想，回应欧风美雨的挑战，继承并发展中华文明的基本价
值，创造新的哲学系统，重建中国哲学、思想、学术。

１９４９年以后，钱、方、唐、牟、徐等先生在香港、台湾地区执教，培养了一大批中
国文化的人才。他们的学生中如蜚声海内外的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
等学者及鹅湖学派等，属于现当代新儒家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他们在美国或中国台港地区
的知名大学或学术机构执教，思想更加开放，反省现代性与全球化，思考传统与现代、人
文与科技、东方与西方、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诸多问题，积极参与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
的建构。以上专家属于广义的现当代新儒家的范围，所见也不尽相同。

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是相承接而又有区别的。冯友兰先生把宋明理学叫做新儒学，
海外沿用了这一说法。但我们说的现代新儒学不是宋明理学。宋元明时期的儒学叫 “道
学”或 “理学”，是通过数百年消化印度佛学之后的精神形态。宋明道学或理学是中国儒
学与中国化了的佛教、佛学，中国本土的道教、道家的整合，以儒家为主导。宋明理学是
在唐末二元社会结构变化之后文化下移的产物与民众的文明化的精神成果。宋明儒学在七
百多年的发展中成为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东亚诸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外缘条件是学习
西方，内在的精神铺垫恰是宋明儒学，如朱子学与阳明学等。日本接受兰学 （西学）恰恰
是以朱子学做为基础的。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它的历史境遇
上。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些人把失败的最终原
因归结为中国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就产生了，并愈演愈
烈，到了 “五四”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形成了一些诸如 “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
思想。但是，把前现代文明与现代化绝对对立起来，把中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文化传统是
简单粗糙甚至粗暴的做法。当时主流派的思想家如胡适、陈独秀等，把西方科学、民主的
价值与制度的引进与中国本土的文化思想、制度文明绝对对立起来，把孔孟仁义的价值，
把前现代文明中的宗教、伦理、政治、艺术、文学，与西洋思想视为水火冰炭，绝对两
样，断断不能相容。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学者把民主、自由、科学的现实诉求与传统
文化资源、道德资源打成两橛。西化思潮曾经长期处于强势。

西方与中国的传统，西方近代以来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的传统，确有很大的区别。西方
化，直至今天所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等，与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并中国化的过程，的确不
可同日而语。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固然少不了排拒、斗争，如 “三武一宗”法难等等，但
总体上是和缓的，影响的层面主要是艺术与文化思想等，虽也涉及经济 （如丛林制度）、
政治、社会组织、教育、信仰，毕竟没有像从１９世纪至今的西方冲击那样地激烈与无所
不包。这是辟头盖脑、铺天盖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方式，而且从生产方式、生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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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社会结构至直语言、认知、审美、思考方式，从器物文化层到制度文化层到核心价值
系统，真正是中华民族从未遭遇的大变局。正是儒家文化变化日新、与时偕行的品格，使
近代以来的知识人接受着这一亘古未有的挑战。然而，近代中国人内在的紧张、冲突、危
机感、忧患感，比之唐宋时人，不知沉重多少倍。

百五十年来，中国人遭遇的是从社会结构到意义世界全方位的坍塌、解体，现当代新
儒家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学从对社会渗透的无所不在，变成海外汉学家所谓 “博物
馆”或 “孤魂野鬼”。我当然不同意这看法，据我从民间作的调查与了解，儒学在民间仍
有生命力，只是自觉不自觉而已。

当然，五四运动不止有一个传统，五四运动中同时产生了回应西方挑战，发掘自身文
化价值的传统，例如 《东方杂志》、《甲寅》周刊、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东方文化派、科
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玄学家、清华国学研究院、学衡派等等。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为了
维护民族文化之命脉，传递民族精神之薪火，这些学派与思想家反思西化大潮，做了难能
可贵的贡献。从哲学上与文化精神上逐步自觉地、有深度地融合东西方价值的，则首推现
当代新儒学思潮。其中的代表人物，备尝艰辛，学贯中西，迎受西方价值，创造性地转化
儒学，再植灵根，重建中华人文。他们与传统儒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提炼儒学的现代性与
世界性，力图与世界各种思潮对话，在参与中把儒家价值贡献给现时代，贡献给世界。

现当代新儒学在它的坎坷历史中，做了哪些工作？
现当代新儒家的主要工作或贡献是：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传统文化，并重建了中国文

化的主体性与中国哲学的自主性。
第一，努力证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现

代新儒家认为，中华民族固然需要吸收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中西并非二元对立
的，培育、发展现代性完全不必也不应以反对传统文化为前提，二者应该而且能够很好地
兼容。现代性是多元的，每个民族的传统中都包含了现代性。第二，彰显民族文化的特
质，促进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积极推进 “文明对话”，展示 “文化中国”的固有精
神魅力。如果某种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已性，成为强势文明的附庸，
必将导致人类未来文化的同质化，不仅使文明对话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将会把人类引向
死胡同。第三，努力参与 “全球伦理”的建构。第四，就道德勇气、担当精神、友爱、宽
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
群而言，儒学可以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相沟通。

由 《鹅湖》杂志社与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
会，于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年在台北召开；第三届、第五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是 《鹅湖》
杂志社、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分别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山东大学合作，先
后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在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９８年９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四届、第六届会
议，仍在台湾举行。这次在武汉大学召开，是因为武汉大学与现当代新儒家有着不解之缘
与很好的学术基础。

方东美先生１９２４年夏从美国回国后第一站即来武大的前身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时任
哲学教育学系副教授 （武汉大学有哲学系始自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５年春，武昌高师改名为武
昌大学，熊十力先生应石瑛校长之邀，任教于武大。抗战军兴，武大迁至四川乐山，熊十
力、钱穆先生等曾到校讲学。熊十力先生是湖北黄冈人，徐复观先生是湖北浠水人，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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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学有一定的影响与感召力。１９４９年以后，武大哲学系的老师不少都听过冯友兰、贺
麟二先生的课，有的是贺先生亲炙的弟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新儒家学
者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先生、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先生等多次来武汉大学讲学或出席学术会
议，是武大的客座教授。蔡仁厚先生、刘述先先生、林安梧先生、李明辉先生等也曾来武
大出席会议并作学术演讲。徐复观先生的后人徐武军先生等还在武大哲学学院设立了 “徐
复观奖学金”，１０年来，资助了一批学生，特别是农家子女与中国文化的研习者。

香港中文大学的荣休教授，台湾 “中央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东吴大学端木恺讲座教
授、资深的哲学家刘述先先生多次在海外的公开场合中指出：“武汉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大
陆研究现代新儒学的中心和研究中国哲学的重镇，成绩斐然，令人刮目相看。”

１９８３年，著名学者、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学术带头人萧萐父教授与北京大学的
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共同主编 《熊十力论著集》（三卷三册）。此后，我们的老师萧萐父、
唐明邦、李德永三教授有意识地指导、带领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的同事与博、硕士生
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徐复观、唐君毅
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生代学者郭齐勇、李维武、田文军先生等参与了由方克立教授、
李锦全教授负责的 “七五”至 “八五”期间国家与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 “现代新儒学思
潮”研究的课题组。经２０年的磨砺，郭齐勇、李维武、田文军三教授分别成为熊十力研
究专家、徐复观研究专家和冯友兰专研究家。郭齐勇还分别与汪学群、龚建平合写了有关
钱穆、梁漱溟的专著。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团队中的前辈三师与同仁萧汉明、徐水生、吴根
友、麻天祥、吕有祥、宫哲兵、胡治洪、丁四新、郝长墀、文碧方、张杰 （欧阳祯人）等
教授在这一方面及在中国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 （如在明清哲学思潮、《周易》与道家哲学、
禅佛教、楚地出土简帛中的思想等领域）中颇有建树与地位。

二十多年来，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两代学人及他们培养的博、硕士生共三代人，撰
写了大量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论文及博、硕士学位论文，在海内外极有影响。积十多年
的努力，在国内学者的支持、参与下，他们编纂出版了 《熊十力全集》（萧萐父主编、郭
齐勇副主编，九卷十册，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版）、《徐复观文集》（李维武编，五
册，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４月版）、《杜维明文集》（郭齐勇、郑文龙编，五册，武汉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４月版）。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主办过两次关于熊十力哲学思想的国际学
术会议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９月），两次关于徐复观思想的海峡两岸研讨会 （１９９５年

９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这四次会议规模比较盛大，水准很高，召开得十分成功。这些会议
的论文集有：《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版）、《玄圃论学续
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均
由郭齐勇编；《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由李维武编。

郭齐勇指导单波、姚才刚、胡治洪博士撰写的三篇博士论文，如单著 《心通九境———
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姚著 《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
———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２００３年版）、胡著 《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
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在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反响。

正因为有这样坚实的基础与丰硕的学术成果，武汉大学才有资格主办此次盛会。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民族认同、伦理共识，需要社会文化资本与民族文化的资源 （各

国的现代化都是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文化传统的复兴是不可能的。这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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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 “中华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中华各民族的，包括社会上层与下层的；这里所谓 “传
统”是流动的、多元的 （包含 “五四”以来的新传统）；这里所谓 “复兴”，并不是 “照着
讲”，甚至也不是 “接着讲”，不是 “复古”、“复旧”，而是创造性转化，这才能为民族复
兴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按照这种理解，我们说的文化复兴，不仅是儒学的复兴，应
包括各种前现代的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俗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与今
天各种新文化的交叉互动。当然，这些年来，我对照法国与德国的现代文化、日本与韩国
的现代文化、我国台湾的现代文化，对我国大陆任凭美国好莱坞驰骋，大众媚俗文化日甚
一日而得不到深刻的文化批评，以及完全抛弃故我，对传统精神与汉语言文字的任意践踏
等现象，深怀隐忧。我希望我国政府与国民能像捍卫国家安全一样，捍卫我们的文化传
统，捍卫汉语言的纯洁性 （不是不吸收外来语与新词，而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放任，这样恣
意地糟蹋汉语之美）。

最后，民族文化的复兴，在制度层面如何落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国学的复兴
不是复古，不是刻舟求剑，而是发掘历代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源，面对现实问题，认真地反
哺、扬弃，作创造转化。有的文化要素，例如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念，例如 “五
伦”观念等，清除、检讨历史附着其上的糟粕，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精神的
资粮。实现民族复兴，当然需要借鉴儒学以外的传统和包括中东、欧美、印度、韩国、日
本等古今传统的更广泛的思想资源，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所以，传统文化研究的前景十
分广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并理解中华人文精神，并为之献身。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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