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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引言：为何总谈“古今中西”近世以降，“古今中西”四字仿佛成了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世界的
一道“紧箍咒”，至今没有人能够轻易摆脱它，仿佛怎么也绕不开它的纠缠。
如果说“中”与“西”之间的思想纠结乃是近世西方世界之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先进”秩序使然，
源于一种现代化时差所导致的文明落差以及由此文明落差所滋生的“现代性”差异心理使然，那么，
“古”与“今”之间的文化缠绕在根本上说同样也始于这种“现代性”差异心理的刺激，只不过它并
不直接表现为两个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现代化时差之心理效应，而是直接表现为同一文明和文化系统
内部的时间性差异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心理效应，一种可以归结为现代进步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评价后
果反思自身文化传统之时间性差异的比照方式：“今”被赋予一种鲜明的“现代性”时间维度和价值
维度，而所谓“古”者，则仿佛是自然而然地被当作了显现“今”之先进性和“现代性”的原始镜像
，由于它确乎非常遥远，因而有些模糊不清。
更为麻烦的是，“中”与“西”同“古”与“今”两个面向的讨论争执常常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这
便使得任何有关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始终都无法逃脱出西方现代性的语境笼罩，后者竟然成为现
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如来佛手掌。
毫无疑问，这是一百多年来——更远还可以上溯至晚明以降三百余年——中国社会面对西方现代化浪
潮冲击所产生的一种确乎是自然而然的文明和文化反应，从纯历史主义视角来看，其动因完全是正常
的，毕竟，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巨大的现实差别。
但从稍微复杂一些的文化多元主义视角来看，其文化与思想的后果是否完全正常，却仍然是一个需要
反思的文化哲学课题。
一个显见的例子是，至少人们至今还无法断定：“古”之文化传统与“今”之文化发展之间究竟是凤
凰涅榘般的浴火重生还是全然断裂的异质别生？
现代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能否在西方现代性的轨道之外开出一条新路？
若如是，这条新路又当如何？
正因为如此，每每触及中国的学术文化（更不用说文化哲学），人们便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戴上“古今
中西”的“紧箍咒”，患上孙悟空式的头痛毛病，而且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还远没有孙大圣的那种承
受紧箍的功夫。
于是，如何摆脱或者绕开这让人头痛不已的“紧箍咒”，也就不期而然地成了即使不是所有也必定是
绝大多数中国学术家涉足自家文化与学术之前最最紧要的考量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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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作者近年来部分儒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围绕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的关系重编而成。
其中多数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但在本书中作了重新修订，有的地方改动较大。
第一部分讨论现代中国学统如何在儒学与西学冲击下迷失，说明现代中国学人在精神上的居无定所和
无所适从，以及当今中国学统的重建之路；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国外的一些儒学研究动态，试图
对于儒家学统的现代重建，及其对现代文明的可能意义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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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提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不
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运用包括哲学在内的一系列西学范畴和学科体系
来解构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并由此抽空了现代中国学术意义基础的问题。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学术（中学）与西学根本关怀、历史使命、现实功能及内在旨趣并不相同，
中学与西学的结合本不应被理解为用西学的武器来武装或改造国学，也不应当指用宋明理学的境界论
来统摄或包容西学及现代性，而是在保持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独立性前提下，如何在实践中互补共存
、在思想上相互启迪的问题。
现代新儒学在中西结合上未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导致了现代儒学的彷徨。
现代儒学应当回到源头来回答现代性的意义基础问题，而不能停留在宋明理学的“道统”观中。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近年来引起过不少人的关注。
在正式进入论题之前，我想先简单说明以下几点：一方面，由于哲学、形而上学等一系列学科范畴的
含义即使在西方也已经日益模糊，于是，中国过去究竟有无哲学其实已经是一个永远也争论不清的问
题；另一方面，从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国学是可以的，只要这
种研究并不宣称自身是唯一有效的研究国学的方式。
然而，这些事实远不足以证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争论已经失去意义。
对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争论，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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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迄今为止并未找到自己的真正定位，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十
分深刻，学统的迷失可能是其中最根本的问题。
本书围绕着这方面问题作了一点初步的探讨，旨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为不管我个人有何不足，学术传统的确立对一个民族的学术进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需要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从学科性质、意义基础、研究范式等一系列角度深刻反省，思
之再三。
唯此，中国学术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为人类学术的进步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我对中西方学术传统差异的理解来自于我从西学研究转向系统研究国学的个人经验，并在《“中学”
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系统地表达
了我对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学术传统不可比性的认识。
但我写那本书时思想有些偏激，有些表达方式很容易引起误会。
在后来出版的《思辨之神：西方哲学思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我比较集
中地表达了我经过多年的国学研究之后，对西方“学统”的新认识。
后者是一本教材，但是它体现了我在多年授课的过程中经过摸索，对西方“学统”的特征所形成的自
己的一点认识。
本书的基本思路，我在写作《“中学”与“西学”一一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一书时已经形成，
不过那本书的角度与本书有所不同，我倾向于认为这一论文集性质的书是那本书的姊妹篇或续篇。
我还有一本书以“儒学与中国现代性关系新探”为主题（最后定名未知，已完稿），更能代表我最近
若干年来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愿那本书能尽快出版。
本书主要从儒学的角度讲学统重建，而那本书主要从儒学的角度讲（中华）文明重建。
二者共同反映我对儒学未来的一种期待。
原计划将这两部分合在一起作为一本书出版，算是对我近年来儒学研究的一个小结，后因故未能做到
。
两本书合在一起，代表我对儒学的现状及未来的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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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家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是中和丛书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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