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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同体”开始取代国家与民族概念，成为“利益”的代名词之时，“东北亚”悄然成为了“独
立”的概念。
尽管在这里还存在着明显的功能性合作色彩，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但是区域合作已是不
能回避的现实。
基于传统和东北亚文化区域合作，共同体要建构的是一种多元共生的理念，需要得以生存的文化环境
和能够健康发展的思想基础。
　　考察东北亚历史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儒学应该最有资格成为该共同体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
虽然儒学的确存在着很多与？
代化格格不入的因素，但它2500多年来所积淀的优良特质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的作用却是不能抹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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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浩范  男，1964年出生，吉林省长白县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吉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韩国孔子学会理事、韩国阳明学会海外学术委
员。
在《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儒学研究》、《哲学论丛》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五十
余篇论文，在国内外出版了五部著作。
2006年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提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概念以后，相继在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和刊物上
发表了《东亚文化史上的儒释道及其未来性思考》、《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动因及其政治阻碍》、《东
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思考——中韩日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生态学理论视域下的东北亚文化环境—
—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关联思考》等论文，受到国内外学界和同行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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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哲学基础第一章 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一节 儒学思
想演变及核心思想体系一 儒学思想的起源二 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三 儒学核心思想体系第二节 儒学思
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一 “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结构二 “忠孝”合一的社会结构三 “伦理
”、“政治”相依的社会结构第三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学理念一 “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二 “三纲
五常”伦理价值观三 “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四 “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格理想第二章 全球化背
景下的儒学与文化第一节 儒学发展脉络中的中日韩思想比较一 性理学——统治理念二 经世实学——
现代精神三 孝与忠——生活儒学第二节 儒学基本问题的新思考一 儒学的合法性再思考二 儒学与宗教
的关联思考三 儒学的世界性与世界性儒学第三节 文化全球化的哲学思考一 冲突与对话的兼容二 多元
与一元的共存三 扬弃和创新的结合第三章 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思考第一节 “文化共同体”的内涵
一 “世界共同体”的考察二 区域“经济共同体”模式三 “文化共同体”的内涵第二节 “文化共同体
”模式探析一 “整合型”文化共同体二 “互融型”文化共同体三 “互补型”文化共同体四“多元型
”文化共同体第三节 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基本条件一 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的共同体价值观二 
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文化认同三 “互利共赢”的文化向心力第四章 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动因及其
政治影响第一节 北亚“文化共同体”动因一 可能性：地缘优势和文化基础⋯⋯第五章 现代系统理论
视角下的东北亚文化环境探析第六章 国际关系主流思潮下的东北亚文化合作分析第七章 构建东北亚
“文化共同体”的儒学思想资源第八章 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儒学经管思想第九章 构建东北
亚“文化共同体”的儒学和谐思想第十章 儒学——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基本要求结语 儒学在东
北亚文化环境中的角色定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学思想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

章节摘录

　　1.欧共体（欧盟共同体）　　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西欧国家推行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并具有一
定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国际组织，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总称，
又称欧洲共同市场，简称“欧共体”。
1951年，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成立欧洲煤钢共同市场之后多个国家加入并成
立欧洲共同体，于1993年成立了由15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再于1999年开始统一货币，并逐渐向南
欧、东欧发展。
2002年11月18日，欧盟15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决定邀请马耳他等10个国家人盟，并于2003年4
月16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正式签署加入欧盟协议，形成了现在的由27个国家组
成的新“欧盟”。
欧盟不同于欧共体，欧盟是“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的简称，是建立在共同体、共同外交和安全
政策、内政和司法三个支柱之上的。
而共同体是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的总称。
简单地说，欧盟包括的范围要比欧共体更广，欧共体是欧盟的一个部分。
尽管“欧盟”与“欧共体”有所区别，但在很多时候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乃至于分不清何为“欧盟
”，何为“欧共体”。
其主要区别在于“欧共体”主要是以经济合作为目的的组织，而“欧盟”则由欧洲政治联盟加上欧洲
经济货币联盟组合而成，具体由三大块构成，最核心的部分是欧共体，具有超国家性质；第二部分是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第三部分是共同的司法与内务政策。
后两个部分是纯粹的政府间性质，不具有超国家性质。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欧盟的演进是持续性的渐进过程，其发展既有横向的，又有纵向的；其发展领域
也是综合性的，但其核心领域依然是经济领域。
从欧共体发展到欧盟并不是终结，其未来模式很可能是联邦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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