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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破坏与重建 
 

 纪连海 
 

儒家思想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直以来都善于吸纳其他思想为我所用。而正是这样一种优良传统，儒家思

想才能在变化莫测的中国一直能够成为主导思想。 
但是，随着南宋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儒家思想的这种优良传统却不复存

在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朱熹做注的《四书》和《五经》成为开科取士的唯一标准。而这恰恰限

制了儒家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不允许有任何突破的儒家思想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切，最终

导致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 
今天这个讲座，是上海文庙的第一场讲座。因此，我还是觉得，既然是第一次，又在文庙讲，这第一场

讲座的题目就必须和文庙的身份相适应。因此，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内容是儒家文化的破坏与重建。 
     
一、背景：从孔子到朱熹 
     
    1、春秋：儒家思想产生（孔子和《论语》） 
     

我们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孔子一生对于中华民族有很多贡献，这其中

最为主要的是如下几点： 
第一、创立儒家思想。他的这个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学生整理的他的语录——《论语》里面。他

的主张主要是“仁”。这里，我们要说一句，什么是儒？所谓的“儒”，就是“人之所需”。什么是“人之所需”？那

就是“仁”。什么是“仁”？“仁”就是两个以上的人在相处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换句话说，所谓的儒家思

想的核心，就是人际关系的学说。那么，两个以上的人在相处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孔夫子认为，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所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他的优缺点也就不同，这也就造成了我们提醒

他要注意的问题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是孔夫子在《论语》里面对于“仁”的解释多达几十种的原因。 
第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过他整理的文化典籍主要有《诗》、《书》、《礼》、《易》、《春秋》，这五

本著作就被后代称为“五经”。 
第三、开展私学教育，打破了中国古代“学在官府”的局面。历史上说，“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就

是说的这件事情。 
     
    2、战国：儒家思想发展（孟子和荀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由于孔门弟子对于孔夫子思想的理解不同，分化为八派。这其中，尤其以子张之学、

子夏之学、子思之学等为有名。其中对于中国后世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是孔子的

孙子子思的私淑弟子，主张“仁政”；荀子的主张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这个主张后

来被我们错误地理解为“人定胜天”——其实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说“人应该顺应自然、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充

分利用自然界的规律”！ 
     

    3、秦汉：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董仲舒） 
     

秦汉时期，儒家经历的从大悲到大喜的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否极泰来”吧。 
先是，秦始皇“坑儒”，实际上，被坑杀的多数都是方士而不是儒生，但是儒家由此遭到很大的打击则是

毫无疑问的。 
然后，到了汉朝，就出现了一个在儒家思想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董仲舒。董仲舒针对春秋战

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也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儒家思想不能为政府所接受？当他想通了这个问题

之后，他开始了给儒家思想动一次大手术的行动！经过他的手术，儒家思想吸收了其他学派思想中的合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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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他认为的合理因素，重新解释了天人关系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并且建议政府“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其结果，汉武帝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动用政府的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还是

决定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从此，儒家思想开始向着中国社会主导思

想的地位迈进的步伐。 
在这里，我们要说，董仲舒对于先秦儒家思想动的这次手术是决定性的，他完全改变了先秦儒家一直尊

崇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里我们所说的“力”指的是所谓的超自然力；董仲舒创造性地改造了阴阳

家的思想，提出了“天人感应”的主张。 
也正是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说，孔夫子创造了儒家学派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董仲舒第一次改造

了儒家学派。换句话说，正是董仲舒的存在，才使儒家学派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才使儒家思想真正成为在中

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董仲舒是儒家学派继孔夫子之后，最伟大的领军人物。 
     
    4、唐朝：韩愈、李翱推崇《大学》、《中庸》，“九经”、“十二经”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先后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儒

家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逐渐走向玄学。而这对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面对这种情况，唐朝时期，韩愈、李翱等人极力推崇《大学》、《中庸》两篇文章。这里，我们对《大学》

和《中庸》交代一下。《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传《大学》为孔子弟子曾参（前 505-
前 434）作，传《中庸》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前 483－前 402）作。 

另外，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

《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 
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是

为“十二经”。 
     
    5、两宋时期：朱熹汇集《四书》，“十三经”正式形成 
     

面对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对儒家思想的严重冲击，北宋的程氏兄弟和南宋的朱熹采用吸纳佛教和道教主

张中的有益部分为我所用的办法，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从而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即著名的

理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南宋的朱熹对于后世的影响最大。 
朱熹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

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

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位儒家大学者还说，“《四子》，《六经》之阶梯”。 
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朱熹第二次改造了儒家学派。换句话说，正是朱熹的存在，才使儒家学派重新

焕发出了生机，才使儒家思想再度成为在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朱熹是儒家学

派继孔夫子和董仲舒之后，最伟大的领军人物。 
到了南宋，《孟子》也正式成为“经”，与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十二经”正式构成“十三经”。 
我们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直以来都善于吸纳其他思想为我所用。而

正是这样一种优良传统，儒家思想才能在变化莫测的中国一直能够成为主导思想。 
但是，随着南宋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儒家思想的这种优良传统却不复存

在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朱熹做注的《四书》和《五经》成为开科取士的唯一标准。而这恰恰限

制了儒家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不允许有任何突破的儒家思想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切，最终

导致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 
     
二、儒家文化的破坏 
     
    1、乐极生悲的儒家思想文化 
     

我们从前面的介绍中还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关系学，它教会我们学会如何与别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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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上下级等等。换句话说，它是在太平盛世时期能够生存得长久的一种学说。 
但是，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在这场战争中，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这场战争是中

国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需要我们学会的不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是要我们学会如何与西方的

文明相处。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是悲剧性的。从寻求富强的角度去理解这一情境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

思想和行为，无论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似乎不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面对中国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先进知识分子们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在思考，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挽救中国的

命运？ 
中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在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而不懈地努力着——从洋务救国（洋务运动）到宗教救

国（维新变法），从教育救国和文学救国到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按照“有用即真理”的原则评估理解和使用创造的：“保国所以保教，

保教所以保种”（张之洞、康有为），“保存国粹，先得国粹能够保存我们”（鲁迅）等等。 
任何思想，重要的不是它实际是什么，而是它究竟能做什么。 
换言之，当把它说成什么对我有用，那就将它说成是什么！康有为将儒学说成宗教，正是这样一种深刻

的片面，就像生物进化论被理解为社会伦理学、仁义道德被指为“吃人”一样，也就像康氏本人将诸多儒门典

籍贬为“伪经”一样。 
于是，在这长期的探索过程中，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儒家思想无可挽回地被我们抛弃了，因为我们

知道，这个时候的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救民于水火的速成药品，这个时候的中国不需要中医来慢慢

根治，他们需要西医的快刀斩乱麻和立竿见影。 
在这之后，中国先后产生了以下几种主流的思想理论。 

     
    2、近代中国主流思想的演变 
     
    （1）“西学中源论” 
     
    “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创始人是黄宗羲、康熙等。这种学说的产生实际上是

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对认为

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回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观点的初次

理论交锋。 
1840 年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们相继利用“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

如奕䜣、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2）“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

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

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

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

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张之洞等人从不

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最为系统，也最有影响。 
     
    （3）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 
     

以“中学”释“西学”，是以“中学”的话语系统来诠释“西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换句话说，是以“西学”
的基本精神来对“中学”或儒家话语做新的解读或改造。因此，称为以“西学”释“中学”也未尝不可。这种思想

蜕变于“西学中源论”，是一种将西洋学说中国化或儒家化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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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著名人物是康有为。他用西方的“进化论”来解释儒家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

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解释“孔子改制”。 
“维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以“中学”释“西学”的行为，意在减轻中国现代化变

革的阻力，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这的的确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样存在负面因素，

对中国大力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资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当然，批评他们牵强附会的人很多，但这种批评

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而在于西学的中国化。从现代化所需要

的“民族凝聚”、“文化认同”和“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其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3、凤凰涅槃——儒家思想文化否极泰来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盘西化”的著名运动是以陈

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这七大领军人物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李大钊宣传了“社会主义”，

钱玄同提出了“废除汉字”，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他们给中国开出西医药方的同时，也在彻底否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其结果，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改革

开放以后的中国还逐渐赢得了富强。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似乎看到，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儒家思想文化似乎应该从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上彻底消失了。但是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主流，似乎越来越靠近那似乎早已被人遗忘的儒家思想

文化。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在 21 世纪之初，儒家思想文化得以复兴？儒家思想文化复兴是否历史必然？ 
第二、儒家思想文化如何复兴？儒家思想文化在复兴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 
     
    1、儒家思想文化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国家地位的日益提高，先进的中国人

又在思考下面的两个问题： 
第一、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难道仅仅是我们单纯引进西方“物质文明”那

么简单？这里面难道没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起作用么？如果有的话，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应该是哪

些？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华文明确实到了应该好好反思、好好整理一下的时候了。 
这就是答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学热”其实并不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而是中华文明的再度反思和

整理。所谓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只是一个简单的外表而已，这里的“复兴”绝对不是“复活”的意思。 
第二、尽人皆知，1500 年以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国强权政治的世界。而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和国

家地位日益提高，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世界已经离人们预言的“中国人的世纪”为期不远了。这种情况下，我

们必然会思考，一旦“中国人的世纪”到来，我们将会如何来适应这个世界、同这个世界打交道？大国一定意

味着强权么？这个未来的世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将在未来的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情况下，

人们必然会把目光投向我们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家思想文化。 
于是，儒家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复兴”了。时至今日，世界上已经有八十多个国家建立起了孔子文化学

院。 
问题在于，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需要注意的问题 
     
    （1）手段：渐进的、改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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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不可避免，但是儒家思想文化如何“复兴”却很值得我们探讨。 
在儒家思想文化复兴的手段问题上，我主张渐进、改良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希望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

是理性的，而不是盲从的。 
有了理性，也就有了客观。盲从的结果，必然导致沉渣泛起。 

     
    （2）过程：学者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 
     

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到底是学者的任务，还是政府的任务？我认为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需要学者的

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者们的想法如何表达给受众，不一定是学者们的特长，因为今天早已不是孔夫子

那个时代了。我的意思是：学者们应该走出象牙塔，学会在各种强势媒体（报刊、电视、网络等）表达自己

的学术成果。 
     
    （3）结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复兴 
     

在我们探讨儒家思想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绝对不能回避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关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揭示一个现象：2000 年，全英国几百万大中学生参加了一个调查：你认为

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谁对全世界的贡献最大？结果表明，马克思占第一位，爱因斯坦占第二位，牛顿占第三

位。英国人认为在过去的一千年中，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全世界。 
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生命力所在。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中国，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儒家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理念。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讨论了如何改造宏观社会，而儒家思想文化则侧重于讨论社会最基层的细

胞、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但这些差别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是必然冲突的。相反，两者在

很多方面都是互补性很强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儒家思想文化则对于君臣双

方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做出了详细说明；又比如，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宏观，而儒家思想文化更加注重微

观等等。 
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合理因素加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以

真正在世界上负起大国的责任。 
 
来源：《文汇报》日期: 2007.0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