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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记录了已界不惑之年的作者在生命旅途经历巨大
转变的关头时的所思所想。
书中所收都是1983-1985年杜维明从伯克利回到哈佛任教期间吐露的心声，所关怀的范围变成广义上的
“文化中国”而不是地理、族群或政治定义下的狭义中国，所了解的儒家也是包括了东亚各国在内的
“儒家文化圈”。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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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1）前言（1）西樵偶语从认识、了解到批评、创造一阳来复建立自我的体上工夫该学哪一样
沉默观画断想听的艺术从祭祀涌现的艺术——正餐酒会爱那看不见而不死的事物百寿人瑞——为萧太
夫人百年高寿而作又见到了利科苏黎士午餐从异乡到失落美国阳光带的兴起以道德实践对治“共识”
破产寒流下的暖流——高标理想的美国研究生探讨“轴心时代”从“轴心时代”看儒学兴起站在“大
家”这边的劳心者伊尹之“任”“实学”的含义妻者齐也儒家的女性主义儒学在美国的初机儒家伦理
和东方企业精神有关吗?介绍《海岳文集》儒家的动力——为纪念陆彬教授而作一阳来复的儒学——为
纪念一位文化巨人而作徐复观先生的胸怀——为纪念一位体现了忧患意识的儒学思想家而作孤往探寻
宇宙的真实——重印《尊闻录》儒学访谈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儒家的现阶段发展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有关在中国大陆推展儒学的访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龙在田>>

章节摘录

寒流下的暖流——高标理想的美国研究生已经11月底了，康桥的太阳还很温暖，和往常的经验有点不
相类。
我虽然不是预言家，但是美国东部不久就要下雪，气温会降到华氏零下十几度，交通壅塞，寸步难行
，哈佛校园内到处都是冰柱，没有一丝绿色。
这个景色是可以预期的。
为什么就在这个即将步入严冬前的时分，我的心思不觉投向美国大学研究院攻读中国文化的同学身上
，自己也莫名其妙。
难道他们的命运竟和我的心情一般，要忍过冬天的严寒才能重新享受和暖的春阳？
！
自从196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以来，我认识的美国研究生总有几十位之多，都是专攻文史哲；如果
加上只有一面之缘的，那就要上百了。
在这几十位认识的研究生中，有些已有15年的友谊，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了；有些曾一起研读中国哲
学典籍，共同度过了好几载艰苦运思的岁月；有些是因为学术会议——如亚洲学会、伯克利儒学研讨
会、由美国学术联会资助的工作会之类，而成为道友同志的；有些是专程来访而结识的；也有些是偶
然的机遇——在故宫观画，在北图找书，在京都的南禅寺散步，在汉堡的东方学院访问，或在庆州的
陶山画院参观时认得的。
这些来自美国各地的青年才俊，有大资本家的继承人，也有毫无积蓄可言的单身汉；有家教谨严的书
香子弟，也有谱系中找不到高中毕业生的工人后裔；有遍游各大名都见闻极为广阔的国际旅行家，也
有足不出户连百万人的大城市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乡下人。
但是，他们都是美国的青年才俊，这点毋庸置疑。
30年来，美国大学中的精英，摒除高薪的诱惑，到研究院来深造，这股潮流和趋势，即使在80年代经
济不景气就业极困难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显著的变化。
美国的研究生，特别是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高等学府的研究生，不仅是美国大专教育的精英，而且
是从世界各地选拔而来的精英，这点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美国大学研究院攻读中国文化的同学，是美国研究生的组成部分，他们当然都是美国的青年才俊。
不过，专攻中国文史哲的美国研究生不仅是精英，而且是精英的精英(也就是西谚所谓纯奶的纯奶)。
这个证据凿凿的事实却不为局外人所知，即使关心国际学术动向的学人，也所知不多。
有些朋友听到某个美国留学生犯了一些普通语法上的错误，归结出洋人绝不可能理解中国文化的论断
。
其实，老一辈西方汉学家中不谙华语的大有人在，但他们对古代汉语语法、先秦哲学、汉代历史、魏
唐佛教、宋明理学、清代政治、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史之类课题作出了贡献是无法否定的。
过去20多年，美国的中国研究，特别是文史哲方面，确有突飞猛进的现象。
今天的留学生可以用流利的口语交谈乃至论学，已不能算是特例了。
但是，我说他们是精英的精英，不仅想指出他们在语言文字、文化背景、政治敏感、历史意识或社会
关切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60年代(也就是我刚到康桥进修那段时日)的水准，而是要说明他们在美国研
究生中的特殊地位。
提到这一点，我便有不堪回首的感觉。
不可讳言，就一般而论，在中国文化区决定报考中国文史哲的高中毕业生，并不是程度较好的特殊人
才，因此，大学里中文、哲学和历史三系的同学和外文、电机或企业管理等系的同学相比，就难免有
略逊一筹的慨叹。
固然有例外。
还记得在东海大学中文系攻读的情景：我们那七位(全班只有男女七武士而已!)自命不凡的同窗，如果
不是父母的谅解、老师的鼓励和自己相互之间的提携，哪能禁得住外来的转系压力?有位父执得悉我转
入中文系之后很惋惜地表示，因为这一“失足”恐怕锦绣的前程就从此断送了。
有位亲戚还质问地说：“你不是会说会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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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中文干什么?”相形之下，美国这批可以读医学、法律、企管、数学、电脑或工程的精英，竟放弃
了似锦的前途，甘愿“失足”到这个为聪明的中国人所不屑一顾的专业，岂非20世纪目睹的怪现象?有
人说中国研究在美国大行其道，和联邦政府配合福特基金把巨款投入区域研究有关。
根据这个说法，美国大学毕业生从事中国研究不过是“利禄之途”而已。
固然，若没有长期的投资(20多年来支援中国这个区域研究的经费，每年都要以百万美元计)，美国的
中国研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多彩多姿的发展。
可是，美国第一流的大学毕业生愿意献身于中国文化事业，绝非长期投资的必然结果。
苏联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曾有过昙花一现的历史，目前虽有死灰复燃的生机，但即使有哈里曼这种千万
以上巨额基金的支援，远景也并不乐观。
“利禄之途”的解释有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美国大学的精英，肯放弃“利禄之途”而献身于中国文化事业的主要动机，纯出于“理想性”
。
试问一个花四年工夫就可跻登上层收入的医学预科，费时三年就可开业的法律预科，或刚毕业就可获
得2．5万元年薪的电脑学士，为什么放弃似锦的前途，甘愿忍受苦习“四声”之罪而自觉地、主动地
走进这个到处是“生疏”，是“异化”的研究领域?美国是个功利挂帅、现实第一的商业社会，如果我
们以外来访客对美国粗略而一般的印象对比看来，这批精英的理想性就更明显了。
举几个实例应可说明这一现象。
我曾在加州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甄选委员会里服务了六年。
每逢冬季(从12月初到2月中)，都要从数百位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前来申请的候选人中甄选四五十位合格
的精英。
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同事代表美国、欧洲、古代、中世纪、现代、中南美、苏联、中东、南亚及东亚几
个地区。
在合格的精英排名时，有意专攻中国史的四五位同学多半是名列前茅。
有一次，前五名中我们竟占三名之多。
一位教授美国史的同仁半打趣地说：“你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怎么好学生都囊括去了?”我当时
毫无愧歉之感，而且心里自然泛起一阵喜悦。
中国文化这个学术领域能够吸引美国高等教育的才俊，是因为其中有真乐。
这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真乐，可以从唐诗宋词、先秦典籍、甲骨金文、云岗石雕、扬州八怪、魏晋玄
学或敦煌壁画中体味，也可从太平天国、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或抗战建国中吸取。
有位从事比较研究的同事曾告诉我说，专攻中国文史哲的同学不仅研习中国文化，而且认同中国文化
，这个现象在其他区域研究中并不多见。
当然，认同中国文化并不表示接受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或赞赏现代中国的民间社会。
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祖宗的阴德，也许比时贤的努力更有说服力。
献身中国文化的美国研究生，都有一股为理想所激励的冲劲，这点和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青年才俊一
样，毋庸置疑。
但是，他们的理想性却和传统中国所谓“修齐治平”的鸿鹄大志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多半是发自内心的兴趣。
否则，我们又怎么理解游君为了搞通戴震的范畴体系，而三年苦读戴氏的《孟子字义疏证》；司马君
为了一窥王符的知识世界，而把《潜夫论》全部草译出来；麦君为了认识明代苏州的望族，而详阅上
百篇干枯无味的墓志铭；赫君为了分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过，穷十年的精力考察乾嘉朴学这些极
富启发意义的个案呢？
最近，因为生活的压力，这批精英的精英中难免出现被迫转业、半途而废的现象。
就从这个令人伤心的现象看来，也可以反映一些情况。
一位目前在《纽约时报》担任记者的同学即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他就读于伯克利历史系时，曾拒绝了《华盛顿邮报》的聘约。
他的野心是成为一个以中国中世纪社会思想为专业的历史学家。
但是经过长期的考虑之后，他知难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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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即使他再花两年准备口试，一年留学，三年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多半还是面临失业的危
机。
附带提一句，在美国从大学毕业后一般要奋斗八至十年才可完成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训练。
(获得博士学位只能算取得大学教书的起码资格而已!)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之下，美国专攻中国
文化的研究生仍是代有人出。
前面提到过的研究生中的一位，为了学术事业，确实放弃了不少一般美国年轻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权
益：她的财产几乎全是书籍，已届中年而尚无结婚之想。
我问她，她淡淡地一笑：“后悔?当然不，和我那些家庭主妇型的同学相比幸福多了；再说，研究我这
课题的人那么少，我有责任把它交代清楚。
”五年来，拥有中国研究博士学位(包括以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为主的人文学及以政治、社会、经
济为主的社会科学)的人才投入银行界、法律界、电脑界和政界的已很可观。
从中国研究的提升和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这种人才外流的现象确为国际汉学界带来一股寒潮。
可是，正因为如此，我对研习中国文化，特别是专攻文史哲的美国研究生更增多了几分敬爱之情。
每想到和他们谈人生、谈理想的乐趣，即使积雪三尺，也觉得阵阵暖流涌上心头。
198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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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编辑推荐：50年磨一剑，于丹最崇拜的新儒学领
军人物杜维明，首次披露他如何影响哈佛，影响全球最顶尖的人，从儒学里学到做人的真谛！
杜维明：当代新儒家领军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央视CCTV“中华之光”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于丹强力推荐：杜维明是我最欣赏的儒学家，不仅由于他的学问，更在于他教会我们怎么去做人。
陈祖芬在人教版高中语文的选修课文里写到，杜维明是“儒学飞人”，是他把儒学带到了哈佛，是他
用高尚的精神和品质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中华文化。
杜维明才情横溢、风雨50年求学治学心路历程3部曲单行本首次公开出版。
NO.3《现龙在田》——伯克利任教，人文心灵震荡的十年，也是杜维明对中华文化更加自信的十年。
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都应该看看这套书，学习杜维明先生的开创精神和优秀品质——从这本《现龙
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里，你将看到一位华人哈佛学子风雨几十年如何成长为
一代儒学大师，他内心经历了如何激烈的思想碰撞，他如何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最大演讲厅授课的老
师。
而，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要遵从内心，坚守我们的理想？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要追寻高尚的品格？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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