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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历史，不仅仅是把历史故事陈述一番。
尤其重要的是，要对史事、人物与思想作出分析，揭示其内在联系，以见出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从而
使我们自己变得聪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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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
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是年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
究所工作至今。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
研究会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
著有《中华民国史》《胡适研究论稿》《梁启超》《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耿云志文集》《近代中
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以及编辑资料集、工具书等二十余种，发表论文、文章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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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思想、文化与史事散论　　儒学遗产与中国现代化　　一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
位。
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因屡受挫折而感到困扰：在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
，儒学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个问题早在清末就提出来了。
张之洞发表《劝学篇》，针对康梁及其追随者动摇了儒学正统的权威而发出警告。
民国以后，这种争论一直不曾休止，五四时期，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儒学不适宜现代生活，任何尊儒或复活儒学的企图都被他们看做是开倒车。
相反，一部分坚守儒学立场的人，则指责陈、胡叛离中国传统，走上了邪路。
梁漱溟就是提出这种指责的一个人（梁漱溟：《合理的人生态度》，见《漱溟卅前文录》）。
30年代读经与反读经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是这一争论的继续。
尤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争论直到今天，仍为中国学者们所关注。
当大陆思想界为左倾教条主义所笼罩，尊儒的言论无法公开发表的时候，一部分台、港和海外学者却
以很高的热情宣扬复兴儒学的主张。
而当大陆上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结束之后，尊儒的思想也有骎骎抬头之势，去年在山东曲阜举行的儒
学讨论会就有所反映。
　　张君劢先生可说是中国现代尊儒思想的代表人物。
他从20年代起，一直坚守这一立场不变，晚年发表过一系列言论著作，阐述他的一贯立场。
1958年，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前后，写
成《新儒家思想史》（张君劢的女儿张敦华为此书写的《再版记》说此书上册完成于1957年，下册出
版于1963年。
而作者自写的《再序》则是写于1960年）都强烈表现出复兴儒家思想的热诚。
1965年，张先生在韩国高丽大学举行的“亚洲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更明确提
出“复兴儒家哲学是现代化的途径”（此文载于台北牧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思想论集》之《现
代篇》第二册）。
这类极端尊儒崇儒的思想，在中国学者中间，一直遇到强有力的批评。
我也是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一个人。
1986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文化国际讨论会上，我提交的论文《今日的中西文化问题》，强调反对恪守
传统的教条主义，主要是指儒家教条（此文收载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
一书）。
今年3月21日。
我在《人民日报》学术版发表《近代文化与儒学》一文，更明确地反对复兴儒学的主张。
我提出，对儒学遗产，亦如对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应当研究整理，但不应当做神圣教条加以崇拜
，尤不应把现代化纳入儒学复兴的轨道。
　　另有一种看法，认为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只有彻底肃清儒学的影响才能实现现代化。
我认为，这同指望靠复兴儒学实现现代化的想法一样，都是规避现实问题的艰苦探索，把现实问题幻
化成古人的问题，减轻自己的责任。
而且，也似乎太高估计了儒学在现实生活的作用：太不了解一种思想学说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发生作用
的实际机制。
　　关于现代化，人们有种种说法，颇不易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定义。
我们或可尝试指明，现代化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来说，主要包含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使国家、民族尽量地摆脱中世纪传统的羁绊，全体人民能够创造和享有基于现代物质条件和精神
条件之上的新的生活方式。
二是使国家和民族积极参与世界现代发展进程。
就第一个方面说，现代化将经历一个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必须经受这个大转变的考验，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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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将被淘汰，相当一部分将不得不改自己以求适应新的条件。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的儒学，也不可能逃避这种命运。
就第二个方面说，传统文化作为本土文化，必将经受各种外来文化的挑战，并在世界规模的竞争、交
流与互相琢磨的过程中谋求自我更新。
近年较为人所熟知的改革与开放的说法，可以认为是对现代化过程的比较简明的概括。
　　人们只有对现代化的过程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才可能对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建立比较正确的了解
。
　　二　　如果我上面所述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太谬误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分析一下，儒学遗产在这
个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我在《近代文化与儒学》一文中，把儒学遗产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得君行道的仁政学说，二是
家族本位的伦理学说，三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学说，四是知识论与教育学说。
　　仁政学说是同君主专制政体紧密联系的，是为专制君主说法的。
不少人把孔孟重民思想或民本主义看成是民主思想，这是极大的误解。
君主的重民，与民主的重民根本不同。
君主重民是基于害怕民众暴动，推翻自己的权力。
民主的重民是人民自觉到自己的权利而自重。
在民主政制之下，一切制度、法律设施，其根本宗旨都在防制执政者专权，侵害人民的权利。
君主专制之下，一切制度、法律设施，其根本用意都在防制人民“犯上作乱”。
两者性质截然不同，把孔孟仁政学说中的重民思想比附为民主思想是原则性错误。
我们顶多可以说，在由中世纪向近代最初的转变开始的时候，古代的重民思想可以被人们改造利用，
作为思想过渡的一个环节。
例如清末梁启超等人就曾利用先儒的重民思想来批判专制主义，这在当时有一定启蒙作用。
但如果到今天，还以孔孟的重民思想冒充民主思想来宣扬，那不但没有什么启蒙作用，而且只能认为
是一种愚民之技了。
它可能使人满足于偶尔被重视一下，而忘记了争取和保卫自己的权利。
因此，我认为儒家的仁政学说对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
它仅仅是一种历史遗产而已。
（关于此点，本人后来的看法略有改变，认为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在经过批判地整理之后，可为近
代民主思想的发育成长提供过渡的桥梁。
见李铁映主编的《论民主》一书之《附录一》）　　以家族为本位的儒家伦理学说是同家天下的君主
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它强调“臣事君以忠”。
“子事父以孝”，且常以“忠孝”并举。
甚至认为“孝”具有更根本的意义，谓“孝”是“仁之本”（《论语·学而》）。
“悌”是以弟事兄的规范。
“孝悌”。
归根到底是要求人们尊敬和服从亲长。
所以，它与惠君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后世统治者常标举“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人能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人不犯上作乱，君主权力便得以巩固。
　　男女有别，是儒家伦理另一个重要内容，它包含三层意义：一是男女授受不亲，严男女之大防；
二是男尊女卑；三是男女严格分工，男治外，女治内。
显然，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观念具有维系君父血统纯正的作用。
儒家伦理中还有朋友一伦，列为五伦之末（《孟子·滕文公上》述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　　儒家伦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法制度的遗传物，现代化的大
生产将无情地毁坏这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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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韵结构与功能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相应地，道德观念亦必定随之变化。
在这种情形下。
或是放弃儒家教条，顺应时代，建构新的伦理观念；或是拘守旧贯，不惜与新的时代逆搏，结果便会
造成畸形的道德破损。
有识之士不能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家族本位的懦家伦理还有其根本的缺陷，即缺少现代社会的公德观念。
作为—个现代人，他作为国家的公民和社会的成员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远较他在家庭四壁之内的权利义务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绝不是任何有教养的人所能承认的
。
我们应当鼓励人们学会做合格的公民，而不应继续把他们禁锢在家族伦理的旧框架之内。
　　心性修养学说，是儒学极有特色的一部分，也是至今尊儒的思想家最津津乐道、揄扬不已的东西
。
古代儒家学者以此把他们的政治学说、伦理学说、知行学说，乃至哲学本体论，皆贯穿一气，融为一
体。
“他们认为，通过学问习行和敬谨养心的功夫，可以尽心、知性、知天，达到天人合一。
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纲领亦庶几可达，堪称为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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