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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世以来，中国之政治、文教及生活方式成遭巨变，尤因与现代西方的遭遇，终酿成&ldquo;三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rdquo;。
然而，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不仅是一单纯的地缘政治事件，或两种不同文明的较量与交流，更是对此前
所层叠累积的各种问题的触动与激发，甚至重新赋形；实际上，这一相遇也赋予了中国问题以特别的
世界历史意义：&ldquo;中国问题，，不再仅仅关乎中国的存在，也关乎人类与世界的未来。
　　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在今天，中国的复兴已是举世瞩目。
然而在走出历史低谷的同时，中国未来的道路仍面临着种种的不确定性。
虽然我们能够感觉到，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开辟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从何而来，如何
展开，又将通往何方呢？
在此，我们不能不述诸中国思想的引导意义。
这里所说的中国思想，是那种在具体的历史时势中，基于中国问题的自觉，对贯通天、地、人三才之
道的美好生活方式的探求。
只有在给出这种美好生活方式之时，中国才是作为伟大文明母体意义上的中国。
因而，从一个主权性民族一国家进升到一个在文化上对世界有所承担的文明形态，乃是数千年中国思
想的启示，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理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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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中国思想&rdquo;的转向及自觉　　赵璕【香港大学】：有关近三十年中国的&ldquo;回
顾&rdquo;与&ldquo;展望&rdquo;，是目前最热闹的话题。
而且，&ldquo;三十年&rdquo;在中国文化里也是很有意思：佛家说，&ldquo;三十年为一世&rdquo;；俗
谚讲，&ldquo;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rdquo;、&ldquo;没有三十年不翻的瓦房&rdquo;；等等，意思
是说隔三十年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变革发生。
在一个大的背景上来看，从80年代里根执政，开始推动以&ldquo;华盛顿共识&rdquo;为中心的全球化
运动到今天，也是三十年前，随着华尔街的崩溃，特别是奥巴马的当选，席卷全球的美国八十年代神
话如果不是最后终结，也是难以为继。
不过，不只是美国才有八十年代神话，中国也有八十年代神话。
所以，目前的局面，我预言是全球性的80年代的终结的一个序幕。
当然，大家完全可以不同意我这些有感情色彩的判断，但无论如何却都可以把七、八十年代之际的变
化看作一个转折，一个真正的开端，来思考近三十年学术、思想的意义。
　　杨立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刚才赵璕的开场白似乎是在强调我们的努力与前三十
年之间的断裂。
我的发言与这个方向是不同的。
就我个人的理解看，我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工作，仍是此前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的努力的一个延续
。
这种努力对我而言，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寻找和重建。
过去的这三十年，对于中国哲学的展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段时间里，面对各种各样西方思想的强势冲击，中国哲学的研究仍然为我们积累下了一笔了不起的
财富。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三十年当中，中国哲学完成了某种主体性的转变：从抵抗中持守的主体，转变
为对话的主体。
但在这种转变中，也蕴涵善某种巨大的危险：在渴望被理解的追求中，从根本上丧失了主体性地位。
各种过于仓促的中西比较，其实都有这样的危险。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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