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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终于可以用比较严格而系统的方法来讨论“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了。
先讲一些小故事。
上初中时，有一次到亲戚家玩。
亲戚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我谈到孔乙己时，以不屑的口吻说了“孔乙己这个封建社会没落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话。
亲戚说：“不要随便戴帽子！
什么‘封建社会’、‘没落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戴帽子的说法。
”可是，教科书就是这么讲的，老师也是这么讲的，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
这个疑问开始在我心里盘旋。
少年时代，做过文学梦，这个梦让我在课外涉猎了一些文学作品。
初中毕业那个暑假（1988年），我拿着字典读了《红楼梦》。
《红楼梦》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精妙，还影响了我的思想。
初中毕业后，我进了我们县的最高学府——四川省泸县师范学校。
那时，国内弥漫着西化思潮。
虽然“西化”这个主张常常不是明确宣扬出来的，但西化思潮甚嚣尘上，我在那偏僻的学校都感受到
了。
第一学年下学期，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在事件发生之前，我在电视上断断续续看了一点《河殇》，并读了《河殇》的解说词。
《河殇》的解说词让我很不舒服：怎么能如此贬低历史、贬低列祖列宗呢？
为什么要把今天的种种不足说成是过去留下来的呢？
难道历史文化就没有价值了？
此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思考成为本书的种子。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些问题虽然是正式的问题，但相关思考却只是业余的思考——“肉食者谋之，
又何间焉？
”而正是这种不务正业的思考，使我后来成了一名专业“肉食者”。
中师毕业后，我到乡村小学教书。
因有读书之趣，茶余酒后，也能坐下来读书，于是参加了自学考试。
1992年深秋，考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后，我想检验检验自己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于是，在阳台上
迎着空旷的乡野朗读《大学》。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读的版本，是陈戌国点校的《四书五经》（岳麓书社，1991年版）。
虽然当时说不上能够读懂《大学》，但能领略其中的某些深刻道理。
于是，与以前同类的问题再次浮上心来：“《大学》这样的东西很有道理呀，干嘛要批判它们呢？
”这个问题使我产生一愿望——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这愿望越来越强烈，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少，而这个愿望使我在后来考研时选择了中国哲学专业
。
我所在的小学有一图书室，里面有一些上级部门分配下来的书籍，几乎无人问津。
有一次，我问管理员可否看看图书室有些什么书。
管理员直接把钥匙给了我。
我在那间危房中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缺第一卷）、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
那套《中国哲学史》，我看完了。
看到关于老子的内容时，产生了一个问题：“道究竟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
为什么连这样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呢？
”后来去某大学，跟着在该校读书的朋友去听课，就此问题请教了该校的哲学老师。
那个老师也是支吾其词，语焉不详。
没有得到答案，自己继续闷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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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蓦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子非得要是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呢？
难道不可以是其他？
”同时发现了一个普遍性现象，那套《中国哲学史》在讲古代思想时，都是用西方概念来讲的（现在
可以名之为“以西解中”）。
也就是说，在解释中国古代某思想是什么的时候，那个“什么”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并主要是唯物、
唯心那一套。
这个发现对我后来的思考有很大帮助，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做法究竟有什么不妥，原因又
在哪里，但我已感觉到这种做法有问题，并开始怀疑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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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以降，历史文化的价值遭到全面怀疑，导致严峻的文化困局。
《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直面“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文化复兴方案—
—公共儒学进路。
上篇为理论，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方法论，展露了文化复兴的生存基础，即以儒学为主的
历史文化之重要价值乃是作为古今一贯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促进公共交往。
下篇为应用，重估秦汉大一统，剖析近现代政治家破解文化困局的努力，并探索了文化复兴的实现问
题。
《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将理论建构、历史钩沉与现实分析相结合，不仅完成了中体西用、
内圣开新等方案所未完成的任务，更可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理论论证和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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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导论历史文化有什么用?一、时势变局与思想变迁所导致的文化困局二、既有的解决方案及其效用
三、本书的解决方案：公共儒学进路四、本书的安排五、本书的方法论：问题、方法与效用上篇 历史
文化建构生活：文化复兴的生存基础第一章 历史文化建构个体生活第一节 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与发
生形式第二节 个体生活意义与价值的建构一、事情与语言：事情就是言语过程二、文化解释生活：文
化在言语过程中发生三、意义建构以及意义与价值的区分第三节 历史文化是生活意义与价值的重要源
泉第二章 历史文化建构公共生活第一节 从个体生活到公共交往第二节 公共交往中的相互理解第三节 
公共交往中的价值判断一、公共交往必然涉及价值判断二、从比较的一般性质考察价值判断三、价值
判断的逻辑有效性第四节 公共价值对交往平台的建构作用一、行为者的价值标准在交往中的发生形式
二、价值认可对交往平台的建构作用三、公共价值对交往秩序的影响第五节 思想共源促进公共价值的
形成一、行为者的价值标准来自其认可的思想二、思想共源对公共价值的形成与扩展三、和而不同是
公共交往的基本价值标准第六节 历史文化为交往提供思想共源一、生活的分类与公共交往二、古今生
活的基本问题、方法及其公共性三、老问题与新问题、老方法与新方法以及超越的可能性四、“问题
与方法”的经典观以及作为历史文化核心的经典五、历史文化为古今生活提供思想共源第七节 历史文
化是有效交往的重要推动力一、历史文化由思想共源形成公共交往平台二、历史文化促进公共精神家
园的形成三、历史文化使交往行为更可预期四、历史文化有助于减少分歧——以筷子与《论语》为例
五、历史文化有助于文化积累与传统形成——再以筷子与《论语》为例六、历史文化在日用人伦中的
作用第八节 历史文化的变更对交往的影响及其变更的有效原则综论公共儒学进路下的历史文化下篇 
困顿与崛起：从秦汉大一统到当今文化复兴第三章 往者可谏：重估秦汉大一统第一节 天下应有道：
“大一统”正名一、秦汉大一统问题的重提与确立二、“大一统”正名第二节 乱世思变：百家异说激
发的思想大一统诉求一、秦皇开启大一统二、百家何以被整顿三、儒家何以能胜出第三节 盛世图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周文仍是主流：秦皇汉武时代的思想格局二、礼坏乐崩：汉武帝面对
的交往问题与思想问题三、汉武帝先行的变革与董仲舒迟到的支持四、汉武帝还有其他选择吗五、重
返王官学：诸子百家的归宿第四节 第一次大一统与第二次大一统第四章 来者可追：文化困局中的复
兴诉求第一节 斯文扫地：第二次大一统破裂后的文化困局第二节 承启转合：文化复兴的艰难开局一
、三民主义及其儒化：民国的尝试二、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毛泽东的策略三、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
园：新时期的突围第三节 继往开来：民族复兴使命中的文化复兴第五章 任重道远：文化复兴的实现
第一节 文化复兴的可行性一、方法可行性的判定二、文化复兴可行性的判定第二节 文化复兴需要制
度支持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二、文化复兴与制度支持第三节 文化复兴的基本任务与策略一、文化复
兴的基本任务二、文化复兴的基本策略第四节 警惕文化市侩主义结语天降大任，再造斯文一、公共儒
学：文化复兴的有效进路二、振旧邦以铸巍巍大业，通今古而修郁郁斯文参考文献附录1面对问题本
身：问题、方法与效用——《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一附录2问题、方法与经典——《论六家要旨》
的启示之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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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内圣开新方案及其效用对于“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内圣开新也是无效的方案
。
①在中体西用的提出与倡行时期（甲午战后至清朝结束），文化就已经受到了威胁，只是人们把矛头
主要指向制度。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国人的观念进一步变化，认定文化是国势衰微的最终责任者，于是，
部分人士开始明目张胆地攻击文化，其基本理由是：由于文化落后，致使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科
学和民主这样的现代性（二者被视做现代性的代表），因此，为了发展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开辟新文
化（西方文化）；而为了开辟新文化，就必须打倒旧文化（即历史文化，下文交叉使用“历史文化”
和“中学”这两个概念）。
但是，并非所有国人都欣然看到历史文化之坍塌，一些人士挺身而出，为历史文化辩护。
较早起来捍卫历史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比较了中、西、印三种文
化的差异与各自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功能，认为中、西、印三种文化是“迥然不同的
三样成绩。
这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
却自其态度论，则有个合宜不合宜”。
他把人类文化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文化没把第一阶段（“第一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
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印度更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
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中国需要重新倒回去走第一阶段，向目前的西方学习。
而西方目前正走在第一阶段，待以后走第二阶段时，就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
所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必将在未来起到更大作用。
②但是，梁漱溟以向未来提供担保的方式为历史文化辩护，此种辩护其实是很无力的。
国人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尤其是科学），以解决当下困局，所以，梁漱溟的担保即便可兑现，
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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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慨的话，“自序”已说尽，但尚有一点，须予以说明。
本书之成，承蒙良师诤友之襄助。
黄玉顺、喻包庆、崔发展、田丽春、钟金铃、陈艳波、苏德超、干春松、李晓宇、李彦仪，均为本书
提出了具体而针对的意见，令我诚谢而铭记。
此间往来细节，不可胜记。
诸君的批评和建议，尤其是与诸君的交锋，不仅令我长进，更令我体证了华山论剑、唯道所适之境。
诚然，诸君并不在意我的感谢，但是，我必须陈述事实。
良人之助，岂可据为己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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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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