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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转换时期的儒学定位 

方浩范 

 

2018年 11 月 23 日-24 日，成均馆大学儒学院儒教哲学文化创新

研究所、韩国儒经编纂中心、韩国儒教学会以及世界儒教（孔教）联

合会、香港孔教学院共同举办了主题为《世界文明的转换与儒学》国

际学术大会。来自韩国和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地区），以及越南、印

度尼西亚的学者参加了本次盛会。大会上发表了 7 篇主旨演讲，并围

绕着“現代社会与儒教功能”、“东亚儒学”、“儒家哲学的現代价

值”、“儒家哲学的分析”、“数字化背景下的儒学的未来发展”等

5 个议题，共計 68篇论文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由于大会论文较多，

内容也比较广泛，所以本文重点介绍学者们对儒学的定位思考，供大

家参考和借鉴。 

1.儒学的反思和反省 

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的柳红军认为，百年前的五四先驱喊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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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传统“新文化运动”，开

启了全盘西化浪潮。五四运动不打“药店”（道教）和“百货商店”

（佛教），重拳打倒了“粮食店”（儒教），孔子和儒家文化被严重丑

化、妖魔化、反面化，而西方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文化

大举入侵，本民族固有的好东西全丢了。认为目前我们提倡“尊孔崇

儒”并不是为了复古，更不是为了狭隘地独尊孔儒一家，而是为了应

对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需要。永嘉儒学会的何可永也认为，随着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兴起，儒学招来许多对照鲜明的褒贬，固有的中心思想被

摧毁殆尽，而新的中心思想未曾建立，致使国人彷徨歧路，不知所归，

是非善恶，无所适从。而且认为，随着新式教育的推动，减损了学子

对儒学的传承力。造成了现代生活价值的浮动，旧有的传统流失了，

道德的规范式微了。韩国大真大学人文学研究所黄炳启教授认为，韩

国社会与儒教伦理学往往相互冲突，而且儒教伦理在韩国渐渐失去其

存在的价值。他认为，我们的技术来自于西方，而我们的生活却要儒

教化，这何以可能？虽然如此，在这个文明转换时期，需要创新伦理，

在这里儒教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成均馆大学儒教哲学文化创新研究所、韩国儒经编纂中心主任金

圣基教授认为，世界文明正在发生转换时期，世界矛盾不仅没有消除，

反而呈增加之势。在这样的现实中，世界正在向我们发问：“儒学到

底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我们对此问题做出响应的义务，也有回答这

个问题的能力。因为儒学诞生于激变的时代，并鲜明地克服了各种激

变。世界已经历了几轮文明转换，但不管在何时，儒学都在其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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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自身的作用。韩国儒教学会会长、韩国朝鲜大学李哲承教授也

认为，21世纪的儒学需要积极地介入文明转换期所形成的时代问题，

并提出建设性方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就 2500 多年前基于农耕社

会和封建主义背景而诞生的儒学在尖端科学技术和民主主义理念普

及的现代社会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进行深刻的反思。韩国大邱韩医大学

朴洪植教授，针对韩国社会有很多人对儒学思想戴有色眼镜否定儒学

思想在韩国历史上作用时，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儒家思想本身，而是在

于当时社会的儒学知识分子身上，打个比方说，这就像工具本身没有

什么问题，而问题在于使用工具的人身上；“刀”，本身没有什么问

题，而问题在于没有正确使用“刀”的人身上。 

2、儒学的定位与发展目标 

朴洪植教授认为 21 世纪是以东亚，以及中国为中心的新时代，

儒家文化传统在 21 世纪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和韩国应该将

儒家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和发展，并为 21 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

献。并主张在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方面，儒家传统文化是核心，“基

督教青年会 YMCA”的流行时代已经过去，在中韩两国取而代之应该

是全新的“国际儒家青年会”，中韩两国迎来了儒家文化的全盛时代。

世界儒教联合会陈杰思先生认为，在中国应该建立中华义理学科并设

立中华义理必修课程，是弘扬儒家文化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途径，舍

此途径，儒家文化不可能复兴。并主张中华义理与中文、中华历史一

道，共同成为国学的三门必修课程，贯穿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之中。

他建议把现在的学校教育中，学习英语的时间压缩一半来学习国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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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并认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绝大多数是半

途而废，绝大多数是学而终生不用，这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上海大学孙伟平教授认为，尽管自近代以来，儒家及其文化价值

观曾经遭受广泛的质疑和批判，但作为“活着的”文化传统，它对东

亚社会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我们无法回避它的存在，无视它的影响。

或许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儒家价值体系进行客观的总结、审慎的剖

析，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涵养人类共同价

值、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资源。山东大学方浩范教授则认为，一

个文化有无“生命力”，有什么样的生命力，决定在于该文化定位问

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文化，无论是曾经辉煌的文化，还是现在

的优秀文化，并非就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儒家文化能够养育一个民

族两千多年，而且已经深深积淀在人们心中，没有什么能将民族文化

从代代相传的血脉中删除殆尽。韩国著名的学者，韩国儒敎学会前会

长梁承武祝辞上说，“在当今的时代，一般大众和现实社会需要儒家

文化的积极活动，需要儒家文化参与到更加美好的社会建设之中。” 

3.儒学核心价值观与功能 

世界儒教（孔教）联合会主席、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认为，

儒教所倡导的“大同”世界，应当是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大同”

世界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观作基础，而共同的价值理念只能是儒家的

“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十德。并认为儒家思

想在国际上有五大主要功能，即“能促进世界和平”；“能提升全人

类道德素质”；“能与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荣”；“能达致与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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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平起平坐”；“是全人类共同达致的大同理想”。浙江省儒

学学会吴光教授则认为，中华儒家文明为人类提供了以“仁”为根本

之道，以“义、礼、 智、信、忠、廉、和、敬”为常用大德的“一道

八德”核心价值观体系，这些核心价值观念与西方近代分明形成的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相辅

相成、互补互利的，是具有普世性的核心价值观念。并认为，东方特

质的中华人文精神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修身立德的自律精

神，二是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三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四是知行

合一的实践精神。南京诚明书院徐洪磊先生认为 ，儒家思想的精髓

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传统美德，是“明德亲民、

止于至善”的价值理念，是“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高远理想，这

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亦是超越党派、民族、国家乃至宗教的普世

价值。并认为孔子儒家能够化解世界上面临的三大危机，即“心灵危

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认为，与近代以来流行的西方文化之强权意

志相比，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更接近于一种软性的力量，它的柔韧性与

包容度更适合于拿来思考当前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可以对文明之

间的相互理解与互融互通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在新的时代，发扬儒

家文化的包容性、现实性和承认多样性的精神，能够在“一带一路”

建设与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当代著名的学者成中英

先生认为，儒学将“六个面对”是指：面对西方哲学思考、面对经济

发展、面对科学发展、面对生态环境发展、面对人类伦理发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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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识发展。现在也可以说儒家文明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时代，儒

家可以成为世界人类的一种生命哲学或曰生命之德行哲学，应可看作

生命自身的实现。山东大学方浩范教授则认为，儒学的价值体系很难

概括，但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仁者爱人”为核

心，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第二、“尊

德性”为核心，以“德治”、“礼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文化模

式。第三、“人本思想”为核心，“他我和谐”的价值观。第四、“和

而不同” 为核心的“和谐”价值观。 

4、儒学的现代性思考 

世界汉学研究中心龚鹏程先生认为，儒学是现代化情境中的依附

者、传统若要予以保留，则须证明或显现它具有现代性，能与现代社

会之体质、结构、价值标准相适应相结合，或能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

的作用。吴光则认为，当代新儒学的发展方向，必须具有适应当代社

会生活“三个面向”的新特点：一是面向大众，必定是大众的儒学，

而非少数精英的儒学；二是面向生活，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儒学，而

非脱离现实生活的儒学；三是面向现代，是与全球化、现代化潮流相

适应的儒学，是融合现代普世价值的儒学，而非与现代价值观念格格

不入或背道而驰的僵化儒学。 

武汉大学的项久雨教授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两条

腿”走路，一条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一条则是密切

结合中国实际，这两条缺一不可，因而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科学道路。儒学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生长动力首先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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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握住这两大根本前提，既从中寻找自我定位，又对自身生命力与

时代感予以强化，具体则需要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中完

成。并认为儒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遇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

实，二者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可以在交织中互促互进。儒学应立足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背景，厚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寻找发展动力，获得自我生长的生机。 

山东大学方浩范教授则认为，儒学既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

方面，也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抵触的方面，因此，不管是学者还是政

界，围绕着“儒学复兴”问题持不同的态度。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那就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承认还是不承认，

儒学不可能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世界文化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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