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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　　论

宝岛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两岸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两岸文化认同问题，是事关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大问题。

一、研究缘起

２０世纪后期以来，在祖国宝岛台湾，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
两大阵营：一是认同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民族复兴和促进祖国统

一的阵营；二是 “去中国化” “文化台独”———割断台湾与中华

传统文化母体的 “脐带”，凸显狭隘的台湾 “本土意识”的阵营。

两个阵营针锋相对，两股力量此消彼长。

近年来，尤其是２００５年国民党主席连战率 “和平之旅”访

问团访问大陆以来，国共两党确立了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促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关系掀开了新的一

页。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２年，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两次选举中，国民
党候选人两次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并表示要不断推动两岸经

济文化交流。由此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频繁，两岸关系焕然

一新。

但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在台湾地区 “九合一”选举、台湾地

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中，国民党遭受挫折。一时间，关心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人们忧心忡忡。

当然，“选举是台湾地区内部事务。投票结果是多种因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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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产生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岛内经济、民生、社会状况和

年轻选民心态等复杂因素。国民党执政八年来，尽管在改善两岸

关系上取得众所肯定的成绩，但在全球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台

湾经济景气低迷、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民生问题改善不力、年轻

一代相对被剥夺感强……维护和发展两岸关系仍是台湾社会的主

流民意。选举期间发布的诸多民调均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同

国民党当局的两岸政策路线，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

不因台湾政局生变而改变，不愿看到两岸关系 ‘和平红利’得而

复失……台湾多数选民既然选择了民进党，民进党就负有维持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现状，进而继续发展两岸关系、扩大 ‘和平红

利’的首要责任……”①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就台

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发表谈话：“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不容分割。台湾地区选举结果不改变这一基本事实和国际

社会的共识。无论台湾岛内局势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政府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反对 ‘台独’、反对 ‘两个中国’和 ‘一中一台’

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

大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意志坚如磐石，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 ‘台

独’分裂活动。我们希望并相信国际社会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②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文化归属的

总体认知、情感依附和生活实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

形式的 “台独”，离不开文化认同这一基础。

朱子学是两岸共同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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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华、陈键兴：《不畏浮云遮望眼》，《新华网》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６日。
新华社：《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就台湾地区选举结果

发表谈话》，《新华网》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６日。



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经世致用的功能，从而在移风易俗、提高

社会文明、促进台湾各族同胞的民族团结，增强台湾同胞与大陆

亲人的文化、血缘的联系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目前两岸形势

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对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与两岸文化

认同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认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在台湾传

播的价值，有助于加强对台湾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提升

对海峡两岸文化认同、两岸文脉同根同源的整体把握，对于认清

“去中国化”的面目和抵制 “台独文化”，促进两岸合作交流和国

家最终统一，以及携手实现 “中国梦”发挥积极作用。

这也是本研究选题的初衷。

图１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４日，笔者在台湾进行文化考察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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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

目前大陆对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与两岸文化认同这一课题，

研究者少，成果少。至今为止，研究著作不多，代表性的有陈孔

立的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何绵山的 《闽台区域文化》 （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陈名
实的 《闽台儒学源流》 （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张文彪、
刘登翰的 《儒学与当代台湾》 （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张
品端的 《东亚朱子学新论》 （２０１２年版）等。在研究论文方面，
总数也不多，代表性的有高令印的 《台湾学术界研究 “宋明理

学”概况》（１９８６年），罗小平的 《台湾朱子祠考略》（２００５年）
和 《从台湾教育碑看朱子学的传播》 （２００８年），李颖的 《清代

台湾儒学文化的地域分布及原因》 （２００５年），陈名实的 《清治

以后台湾朱子学的兴起》（２００７年），张文彪的 《“道东之

传”———明清时期儒学在台湾的传入》 （２００８年），福建师范大
学秦四霞的硕士论文 《明郑时期台湾儒学的创立及其内涵研究》

（２００８年），卢美松的 《朱子理学在闽东传播及其对台湾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杨国学、李世财的 《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途径及其

功效研究》（２０１１年）等。
台湾方面，有一些关于朱子学区域传播与两岸文化认同的相

关研究，但成果也不是很多：知名度较高的前有沈光文、卢若

腾、王忠孝、陈永华等朱子学开拓者，后有陈维英、许南英等朱

子学推广者。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来，台湾的朱子学研究一直延
续不断，从大陆辗转去台的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等人

对朱子学研究颇有深度，其中钱穆的 《朱子新学案》是继王懋

《朱子年谱》后的又一重要著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蔡仁厚、
王邦雄、杨祖汉等一批学人相继登上学坛，创办 《鹅湖月刊》，

传承朱子学术。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陈荣捷出版 《朱子新探

索》，大大推进了朱子学研究的进程。刘述先出版了 《朱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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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发展和完成》（台北：学生书局），对朱子思想的发展和完

成做了很好的总结。成中英、陈荣开、曾春海、李明辉、林安

梧、李弘祺等学者都就朱子哲学发表了多篇论文。２１世纪以来，
代表性的成果有陈志信的 《朱熹经学志业的形成与实践》，罗波、

张莉红的 《天理人欲》，吴展良的 《朱子学研究书目新编１９００—
２００２》，侯洁之的 《由张载、朱熹形上思维的分歧———论其功夫

重心的移转》等，这些成果的影响也较大。

应该说大部分台湾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结是深厚的，对中华文

明、华夏传统都有很深的情感。在第六届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安梧教授认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应

当重视各个文明之间、各个宗教之间，怎样有可能更恰当地对

话，华夏文明应当扮演更重要的主动参与者的角色；尤其是台

湾，应当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沟通者的角色，而不应远离这个华夏

传统。刘述先教授认为，现在台湾讲本土文化，要怎样讲法？

“台独”不可理解，因为目前在政治上台湾与大陆出现分割，文

化上怎么可与大陆分割？没有郑成功即没有台湾，而郑成功是明

朝的国姓爷①，他的价值是儒家的；台湾文化的主流是福建移民

文化，朱熹、妈祖也是两岸人的，文化是无法切断的。台湾中央

大学李瑞全教授十几年如一日，从事儒家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将

儒家的基本概念与生命伦理学、医药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联系

起来，显示出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大陆学者则更多关注经济全球

·５·绪　　论

① 《台湾通史》记载：郑成功 （１６２４—１６６２），永历十五年冬十二月，
招讨大将军延平郡王郑成功克台湾，居之。成功，福建南安县石井人，初名

森。父芝龙，娶日本士人女田川氏。以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诞于千里滨。

……北京既陷，福王立江左，改元弘光，封芝龙南安伯，鸿逵靖西伯。二

年，唐王即位福京，改元隆武，晋芝龙平西侯，鸿逵定西侯，俱加太师。已

而成功陛见，帝奇之，抚其背曰：“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毋相忘

也。”因赐姓朱，改名成功，字明俨，封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剑，仪同驸

马。自是中外皆称 “国姓”云。———连横：《台湾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页。



化对儒学作为主体性地位的冲击，关注大陆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

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原有的儒学价值的

新的挑战。很多学者指出，新儒学要走出旧有的框架，使它在更

多层面、更宽地域得到认可，必须在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和东

南亚等儒家文化圈地区在内的广大范围，吸引大家共同关注此问

题，大家共同敞开胸怀，参与过程之中，才能找到未来发展真正

的前途。这些，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总体来看，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与两岸文化认同的研究，宏

观的研究多一些，而细致深入的探讨少。近几年来海峡两岸的学

术界都很重视，两岸关系正常化，学术上的交流也渐趋频繁，福

建、安徽、江西三省朱子学会与台湾朱子学研究会已经建立正常

的学术交流关系，每年由一地主持召开学术会，三地参与，并邀

请各地学者参加，形成了良性发展的趋势。我们相信，在两岸共

同发力下，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与两岸文化认同研究的气氛将越

来越浓，成果将越来越丰硕！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与两岸文化认同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内容

涉及以下八个主要方面：

１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背景与轨迹研究。一是明郑政权时
期，郑成功等对儒学的倡导时期；二是台湾纳入清政府版图、力

倡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时期；三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实现殖

民统治的 “皇民化”时期；四是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台湾朱子学
传播与研究时期。对这些进行细致入微地考察分析，有助于摸清

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整体脉络和状态。

２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路径、媒介与影响。朱子学典籍等媒
介在台湾的流传有几个重要途径：一是明郑政权时期，台湾对大

陆儒学典籍的导入；二是清治时期，台湾官方规定学校教材如

《性理大全》等的使用；三是大陆移民陆续入台带入的典籍和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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