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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梁家荣博士所著《仁礼之辨——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源自他向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提交的
博士论文。
对于那篇论文，我曾在六年前做过评议。
现在家荣将它加工修改成正式的书稿，可喜可贺。
　　此书的题目指示出作者的一个意向，即要重新诠释孔子之道，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思后人解释
孔子的得失成败。
家荣以富于批判的但又是尽量客观的眼光来重估历代的解释，特别反思了当代港台新儒家的解孔路径
的局限，打破了一些桎梏人自由思考的现成框框，带来了新鲜空气，这都是我很欣赏的。
新文化运动过多地干扰了现代中国人理解自家传统的路数，使得新儒家解释后的儒家不再像原真的儒
家，这一令人伤感的重大弊端已经到了必须被反省乃至消解的时候了。
　　家荣博士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分析，并对比西方相关学说来揭示这个题目的层层含义，获得了
一些与前人不同的新的理解视角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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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什么？
“仁”与“礼”在其中如何定位？
以现代社会的状况来看，孔子之道是否还有值得学习之处？
这些都是近代以来关心中国文化的学者所不断思考的问题。
　　本书透过古籍文献的疏理, 还原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使用今天的语言，重释古老儒学的核心概
念；运用严密的论证，清除对儒学的流行误解；借助认知科学、演化生物学和大脑科学等当代科学的
最新研究成果，重估孔子之道的现代意义。
所探讨的或许是老问题，研究方法却绝对是新尝试。
一步一步跟从本书抽丝剥茧的探索，读者将可以看到，即使“复礼”之说已不可行，孔子的“仁之方
”则不但经得起时间之考验，还通得过当代科学的考查。
孟子说“仁者无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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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荣，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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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章太炎所分的“三科”之中，反而是“私名为儒”，即指“儒家”之“儒”，可以暂定为
其“古义”。
“类名为儒”证据不足，“达名为儒”则反为后出。
不过，虽然“私名为儒”为章太炎所分的“三科”之中的古义，但我们却同时又可以肯定，这并非“
儒”字最古之义，而是一后出之义。
为什么呢？
因为一方面，如上所言，从“儒家”之“宗师仲尼”这一特征而言，我们即可断定以“儒”字指“儒
家”，不可能早于孔子产生；另一方面，从古籍可以发现，在孔子之时或更早，就已经有所谓“儒”
了。
在孔子之时或更早，“儒”字当然不可能有“宗师仲尼”这个意义。
因此，“儒”字应当有比章太炎所谓“私名为儒”更早之意义。
关于以“儒”字意指“儒家”这个后出之义的历史，《墨子》里有一段说话，很值得我们注意。
《墨子·公孟》云：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
程子日：“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
”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
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
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
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断，在墨翟所处的时代，“称于孔子”看来已经成为了“儒”的一个重要
标志了。
程子的言下之意，即认为“非儒，则不称于孔子”。
换言之，即认为“称于孔子的都是儒”。
墨翟的身份不是“儒”，却忽而在程子面前“称于孔子”，这大概是有点不寻常的，于是便引起了程
子的疑惑。
《墨子》此文所谓“称于孔子”，含意正相当于《艺文志》所谓“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墨子之时去孔子未远，可见在很早的时候，既可能就在孔子殁后不久，也可能在孔子仍然在生之时，
“儒”字已经增加“宗师仲尼”的意义了。
　　以上这点，对分析“原儒”的问题十分重要。
我们断定以“儒”字来指“儒家者流”，是后出之义，理由是这个意义的“儒”之一个主要特征，就
是“称于孔子”或“宗师仲尼”。
但我们知道在儒家形成之前，已经有“儒”这类人物存在了，孔子本身就此类人物之一。
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儒”，当然不可能是由于“宗师仲尼”。
依此我们可以推断，以孔子为分界点，“儒”字之意指，已经出现了一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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