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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西方文化借助其强势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进入中国以来，.连同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起，
中国原有的教育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包括教育秩序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秩序逐渐土崩瓦解
。
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虽然被解构了，但是其基本要素和基因片段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不断重构以应对各种变化和挑战。
实际上，中国文化传统素有强劲和坚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其开放、吸纳、改造和重组的能力
。
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不断吸纳和改造外来文化要素的历史。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教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国教育思想既是中国文化传统变化的产物，也是这个变化进程的动力来源或加速器。
然而，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其烈度及其世界历史性意义远远不是其他历史时期中外文
化交往所能够比拟的。
如果说过去以中原为核心和腹地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在民族交往史上基本上有辐射或平等交流的性
质的话，那么借助启蒙思想而实现了现代性突破的西方文化，已经使中国文化传统感到了历史性文化
落伍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思想的吸纳、改造与重构是如何进行的呢？
洪明的《现代新儒学教育流派研究》一书对此进行了梳理、分析和研究。
该书作者洪明博士以新儒家为一个主要侧面或视角，切入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重构的
过程，可以说抓住了中国教育传统转型的一个主要线索。
毕竟，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来兴起的，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并列的一支重要的思想和教育流派。
同时，由于新儒家与中国传统主流教育思想的渊源关系，就使这个研究的文化意义更加重要，从中我
们更加容易发现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所作出的各种真实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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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作者将现代新儒家教育思想放在整个近代教育变革的大环境中，把新儒家教育思想诞生与整个
文化变迁联系起来，使得新儒家对教育问题的解答与近现代文化教育变迁浑然一体，自然而然地展现
出新儒冢教育主张的来龙去脉。
其次，作者在把握新儒家各自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对每个个体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好的概况和把握，
提出了诸如”理性主义教育”、“道德人文主义教育”等命题，使得新儒家的教育思想有根有据。
再次，作者基本上没有受到教育学逻辑限制，而是按照时间逻辑和问题逻辑相联系的视角，既基本按
照时间顺序推进的同时，又大体保持了主题的完整性。
最后，为了凸显新儒家的整体思想，作者对新儒家的共性进行了概括，使得本书保持了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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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统儒学教育的式微和现代新儒学教育思想的提出古代中国教育的主体是儒学教育，儒学是
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家思想是教育的指导思想。
“儒家教育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契合。
”传统儒学及其教育的命运的改变是近代开始的，是整个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的产物。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步伐加快，中国固有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
大量非儒文化因子涌人，不仅促使‘墨学复兴’和科学主义盛行，而且使中国文化结构各个层面发生
了显著变化，中外文化又一次出现交流融合。
”但是，这次文化交流与过去所不同的是，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与军事侵略一起涌入的，是强迫
性的。
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化很快在教育上得到反映，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标志着中国教育向现代转型的
开始，传统儒学教育进入了自我适应调整时期，“中体西用”、“纳西人中”是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占主导地位，传统儒学及其教育思想被纳入到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纳中入西”、“西体中用”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指导思想；新文化运动前后，
在复古与复古势力斗争中，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反传统的话语里，传统儒学遭到
全面解构。
然而，事物发展往往是相反相成的，思想与教育的现代转型，也使得传统文化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
，20世纪20年代，现代新儒家诞生了。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张君劢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挑起的“科玄论战”，
既是现代新儒学诞生的标志，也意味着新儒家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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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第一次听说“现代新儒家”这个概念，是在上大学时，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
虽然此前我对整个儒家基本上不甚了了，有限的知识也只是通过中学语文课本中诸如《论语六则》、
《孟子二章》、《硕鼠》、《伐檀》之类的课文获得，从中我约略知道些儒家思想。
但是当教授我们中国思想史课程的老师介绍现代新儒家人物和思想时，我心中顿时涌动出一种莫名的
好奇心与亲切感。
这或许就是文化上的血脉联系缘故罢。
这种莫名冲动成为我十几年后选择新儒家教育思想作为博士课程研究对象的情感基础。
方克立、李锦全教授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对我的选题有某种
启示。
在我看来，现代新儒家不仪是个哲学思想流派，由于它对人生的深切关注，对教育始终如一的重视，
因此它也应该是个不折不扣的教育思想流派。
儒学虽然经历了“花果飘零”的惨淡期，但历史证明这种东方学问由于其独特的内在价值而不可能被
轻易抛却。
事实证明，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还必定会以某种形式在当代世界
文化大家庭中独树一帜，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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