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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承与创新是中国哲学文化生生不息、创进发展的基本规律。
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各种积极探讨和思想理论，启山林而筚路蓝缕。
《中国哲学文化继承与创新研究》阐述了判别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实践标准，提出继承性弘扬、
剔除性转换、矫正性纠偏、批判性重构、融合性创新和当代性转换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并对中国哲
学创新发展过程中儒、墨、道尤其儒家哲学文化具有突出继承与创新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进行了研
究考察，总结挖掘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哲学文化思想继承与创新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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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翰卿，生于1956年，河南民权人，现任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省优秀专家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82），曾任教于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党校、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哲学、宋代哲学、儒学与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
著有《宋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嬗变》（1995）、《中国先进文化继承创新论》（2004），合著《中国宋
学与东方文明》（1996）、《宋代儒学与现代东亚文明》（2003）、《宋代文化精神研究》（2004）
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国内发表的论文曾被译成韩文并在韩国成钧馆大学出版。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
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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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自序导言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创新概论一 
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二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创新是中国马克
思主义者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三 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四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
创新取决于文化的可离析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五 余论第一篇 继承与创新：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
和文化观考察第一章 20世纪立足传统的中体西用论及其衍化一 20世纪中体西用论的理论背景二 20世纪
中体西用论的理论内涵三 20世纪中体西用论的理论实质四 “抽象继承”：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国哲学
遗产继承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五 儒学复兴论第二章 20世纪反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西化思潮一 西
化思潮的成因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论”三 20世纪80年代的新“全盘西化论”四 西体中用
论第三章 20世纪“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及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诸主张一 中
西互为体用论二 “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四章 20世
纪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一 辩证的分析，创造的综合二 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的文化建设理论一 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批判继承的理论二 邓小平理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风貌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文化创新，以创新为魂，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品格四
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旨的观念特征第六章 中国共产
党关于提高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问题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二 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三 实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第二篇 中国哲学和文化继承创新、扬弃发展的理论研究第七章 判别中国优秀传统哲学
和文化的实践标准（一）一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第三篇 中国哲学和文化继承创新、扬弃
发展的个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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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世纪立足传统的中体西用论及其衍化　　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体用之争，到了近代衍变为
中西体用之辨。
其中“中体西用”论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流行发展成为时代思潮，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20世纪，这种思潮仍表现出各种不同面目，薪火不绝。
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倾心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呼声渐高的“儒学复兴”论，路数不同，情况复杂，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新形式
的“中体西用”论，或者是以“儒学复兴”之名实现“策略改变”、“话语转换”，从而达到某种“
意识形态企图”，等等。
　　一 20世纪中体西用论的理论背景　　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总体上是承19世纪下半叶中体西用论的
余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心态、方法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在理论上进入到了更
为深入的层面，这是由20世纪仍然是面对中西文化碰撞、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即中西
古今问题所决定的。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被迫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而开始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从古代走向
近代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一些固守传统、封闭僵化、拒西方文化
于门外的思想当然仍有很大的影响，但一些有识之士面对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丧权辱国的结局，证实
了外强我弱的实情，于是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制夷”的主张，开了“开眼看世界”之先
，但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卫中国封建制度之“体”，可视为中体西用论的初萌。
1861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可以说这是中体西用
思想的最早明确表述。
此后，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都相继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主张。
如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还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
盖万事不变者，孔子之道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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