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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笔者根据 2018 年 5 月 15 日在嵩阳书院学术会议之六“十年来儒学变迁之大势与发展之展望”上的

发言稿充实修改而成。
［作者简介］王钧林，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尼山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与中国思想文化。
①姚新中教授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嵩阳书院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十年来儒学变迁应以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为其开端，这对笔者划分儒学发展的新时代有启发，谨记以示感谢。
②从 2013 年开始改为每两年一届; 2017 年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举行时间提前到 9 月 20－21 日。

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

王钧林

( 中国孔子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0)

［摘 要］当今儒学发展至 2008 年揭开了新篇章，进入了新时代。2008 年至今十年间，儒学发展呈现出五大趋

势: ( 1) “儒学热”持续升温的趋势; ( 2) 儒学创新性发展的趋势; ( 3) 儒学日渐参与改造或干预社会生活的趋势;

( 4) 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的趋势; ( 5) 儒学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的趋势。根据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和个人的

主观愿望，前瞻未来而形成“希望如此”的前景，可以称之为愿景。儒学发展可有三大愿景: ( 1) 接续传统，重建一

元主导多元互动的中国文化格局; ( 2) 万变不离其宗，儒学保持其常道品格; ( 3) 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

儒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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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发展几乎与时代同步，又不是完全按照时代的脚步亦步亦趋地向前迈进。某个时间节

点上发生的事，有可能导致儒学发展出现转折性的变化。2008 年连续发生的三件事，标志着儒学

发展在当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是 2008 年 8 月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①注入了儒学要素，首

先是以“国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论语》经典”作为迎宾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

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礼之用，和为贵”; 其次是在盛大的开幕式上

两千多名表演者集体诵读《论语》名句，除了以上五句迎宾语以外，还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三

人行必有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朝闻道，夕死可矣”、“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者不

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等。这场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全球注目、举国重视的体育盛会，通过现

代化的传媒渠道，把孔子和《论语》推向了公众，推向了世界。二是 2008 年 9 月在孔子故里———曲

阜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将儒学研究提升到新的层面。世界儒学大会是由国家文化部

与山东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儒学盛会，一年一届，每年 9 月 27 日举行②，与会学者次日出席孔子

诞辰日举行的祭孔大典。三是 2008 年 10 月尼山圣源书院成立，这是一所由北京、山东等海内外著

名学者发起成立的一家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新型书院，以该书院为中心发起

推动的乡村儒学把中华传统美德传播普及到村舍农户，开辟了儒学发展的新道路。2008 年儒学发

展呈现出的新局面、新气象不是偶然的，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举国上下致力于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必然出现的结果; 积 30 年跬步之功，儒学终于迎来了跳跃式的发展，迈入了新时代，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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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更是精彩纷呈，目不暇接。
划分新时代的基本标志是儒学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里走了出来，走进了民间，走向了社会。儒

学不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更进一步，变成了一种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可资利用的思想文化

资源———因为产生于本土，来自于传统，契合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具有超时代、跨社会的永恒价值以

及与时偕行、革故鼎新的当代价值，格外受到重视。儒学自身定性、定位的变化，为其开拓出了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多种可能性发展的路向。如果和以往一样仅仅把儒学视为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将其变成类似于博物馆内的陈列品供人们观赏①，那么，儒学再珍贵，也只是韫椟而藏的美

玉、系而不食的匏瓜，缺乏其固有的宅兹中国、守望天下的情怀，丢失其指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应用价值，如此一来，儒学的生存空间狭小逼仄也就可想而知。更何况“文革”期间儒学

被视为封建性糟粕，直接扫入了历史垃圾堆。国人对儒学的基本态度和看法，无疑是一个时代思想

文化的风向标，它决定着对儒学的定性，亦决定着儒学的命运。
儒学从历史文化遗产转变为思想文化资源的时间节点，或许早于 2008 年，我们对此无暇考证;

我们确知的是，儒学从 2008 年开始真正走出了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回到了公众与社会中间，展现出

了丰富的内涵、耀眼的光彩乃至复兴的迹象。儒学的所谓“走出”，其实是“复制”，亦即“复制”一

份到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而存留在学术研究象牙塔内的那份儒学原件，继续吸引学者们的关注

和研究，而且还以中国本土文化的样本参与人类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2008 年以

来，十年间儒学发展包括儒学研究呈现出多种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以及望之令人振奋的前景。

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

( 一)“儒学热”持续升温的趋势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的“儒学热”十年来持续升温，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 1) 儒学研究者和爱好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儒学爱好者，遍布男女老幼、社会各界，这说明本土

儒学一旦遇到适宜的外部条件，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 2) 儒学研究机构、儒学社团组织越来越多。仅以山东为例，除了已有的中国孔子基金会、孔

子研究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等 10 余家以外，这十年新增加的就有: 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

创新中心，曲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儒家文明创新联盟，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②，孔子学堂，山

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孔子研究院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礼乐文明研究与传

播中心、海外儒学研究与传播中心、《论语》学研究中心，尼山圣源书院，孟子研究院( 邹城) ，颜子研

究院( 曲阜) ，复圣研究院( 宁阳) ，以及中国孟子学会，山东孔孟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山东省中华文

化促进协会，山东齐鲁文化促进会，颜子研究会，曾子研究会，等等，数量上远远超过以往 30 年成立

的儒学研究机构和社团组织的总数。山东是儒学发祥地，儒学研究机构与社团组织偏多，自在情理

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全国省级以上的儒学研究机构与社团组织达到 100 家以上，其

中多数是 2008 年以后建立的，尤其著名的是 2012 年建成的贵阳孔学堂，以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

而成为国内传承与弘扬儒学的又一重镇。
( 3) 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越来越多。2008 年以来全国儒学研究成果和普及性文章逐年大

幅增长，每年发表的儒学研究论文都在 1000 篇以上，出版的专著达数百部之多。2012 年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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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学者列文森( 1920－1969) 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现象，称其为儒学的博

物馆化。
2014 年山东省文化厅推行图书馆+尼山书院模式，要求省、市、县各级图书馆均附建尼山书院，以促进儒学的

传播与普及。



儒学高等研究院主持编纂出版的一年一度的《国际儒学发展报告》、2016 年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

研究院创办的半年刊《中国儒学文摘》，是当今儒学研究与普及日趋繁荣的真实反映。
( 4) 与儒学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

从 1989 年开始每隔 5 年举行一次的纪念孔子诞辰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4 年迎来了习近平

主席到会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席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其意义自

然非同寻常。2008 年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2010 年创办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都是规模宏

大的高端国际儒学盛会，把儒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对外传播与交流方面，迄今遍布全球 1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5 所孔子学院、1113 所孔子课堂，一年一度在国内召开的孔子学院大会，以及先

后到达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文化世界行”，旨在推动儒学和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包

括儒学在内的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融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5) 推广普及儒学的活动及讲学之所越来越多。近十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各类书院、

学堂、讲堂、讲坛、讲座、会讲、读书会等等，散见于乡村、社区、街道、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医院等场所，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听众不分男女老幼，遍布于社会各界各阶层，成为近十年间我国思

想文化活动的一大景观。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情况可知，“儒学热”在近十年间出现了持续升温的趋势，儒学发展进入

了近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时代，儒学复兴的迹象已经显现。
( 二) 儒学创新性发展的趋势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的主张以来，我国学术界有了学理创新和方

法论创新的自觉意识，然而，真正着手于创新实践的却并不多，即使有一些，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最

近十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1) 儒家义理的创新，这是儒学创新的重点和难点，虽然目前还不见有重大的理论突破，但是，

创新意识逐渐加强，创新趋势日益显著。十几年前已有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哲

学，近十年来又有李泽厚先生的情本体哲学、牟钟鉴先生的新仁学、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这都是

在儒家义理创新上的有益尝试和可贵探索。
( 2) 开拓儒学发展的新领域、新天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儒学派别，如: 政治儒学、制度儒学、新康

有为主义、生活儒学、教化儒学、社会儒学、情感儒学、实用儒学、企业儒学、自由儒学，等等。这些新

生的儒学派别并存互动，在儒林内部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 三) 儒学日渐参与改造或干预社会生活的趋势

儒学一向有经世致用的传统，然而，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儒学被边缘化以来，儒学经世致用的传

统被迫中断。近十年来儒学重返社会，再次出现了儒学参与改造或干预社会生活的趋势。
在山东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附近，一批乡村儒学的志愿者深入几个村庄宣讲《论语》和《弟子

规》，倡导以孝治村，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移风易俗，切实改变了村风，受到了

当地村民的欢迎。此外，一些有儒商之称的企业家倡导诚信经营、奉献社会，将儒家管理思想直接

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 年创办的博鳌儒商论坛以弘扬儒家商道精神、创
建当代商业文明为宗旨，次年出席博鳌儒商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竟达 1800 人之多，可谓盛况空

前。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秉承儒家理念的人士还经常以支持或反对的方式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甚至

试图以其价值理念重建社会秩序。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一是 2010 年曲阜孔庙附近要修建

一座高 40 米、容纳 3000 人的基督教堂，一批儒学研究者起而反对，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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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家”公开提出了“中国必须再儒化”①的基本诉求，主要包含: 意识形态的诉求，要求回归

传统，立儒教为国教，再次将儒学意识形态化; 政治诉求，提出并论证儒家宪政的政治主张，并且设

计出了实施儒家宪政的蓝图。这两大诉求与当下中国国情扞格不通，一望而知，无须赘言。
这些在在表明，进入新时代，儒学不再仅仅满足于“穷则独善其身”，还要更进一步“达则兼善

天下”，穷达之间，儒学已然完成了一次内圣外王的转身。
( 四) 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的趋势

在传统社会，儒学是百姓日用之道，附着于民俗礼仪制度之上。近代以来儒学屡受冲击，而民

俗礼仪制度在一轮又一轮的革故鼎新中几乎面目全非，于是，儒学失去了社会体制的依托，变成了

一种飘浮悬空的思想观念，不能具体落实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鉴于此，近十年来，官方与民

间良性互动，达成共识，合力推动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2014 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创建的孔

子学堂，截止到目前，已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办起了 1800 多所，分布于乡村、社区、街道、企
业、学校、医院乃至于戒毒所、监狱; 并且根据社会需求，将孔子学堂打造成平民百姓聚会学习、读
书、体验、交流之所。尽管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提升的地方，但是，兴办孔子学堂，旨在将儒学与社

会生活密切结合起来的大方向应予以充分肯定。尤其值得表彰的是乡村儒学，切实有效地改变了

村风家风。从事乡村儒学的社会各界人士，或称志愿者，或称义工，甘愿无私奉献，“背着干粮为孔

子打工”; 他们走进村庄，为村中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讲授孝道、家风、礼仪等等，将儒家的百姓

日用之道从外部输入到荒废已久的乡村，村民如久旱遇甘霖，内心喜悦，再兼以为村民排忧解难，所

以极受欢迎。可以预期，由乡村儒学、孔子学堂等等推动的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的发展趋势，或

在某些路径、方式方法上有所修整完善，总体而言必将有光明的前景。
( 五) 儒学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的趋势

在传统社会，儒学依赖经学和科举而生存。1905 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1912 年民国政府废止

中小学尊孔读经，力图将儒学与学校制度剥离开来; 但是，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小学教材仍有大量的

儒学内容。1949 年以降，中国大陆中小学教材里儒学方面的内容少之又少。有鉴于此，2013 年中

华书局引进了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全是儒家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2014 年泰山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基础教材》，内容是儒家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和文学、史学经典

著作。2016 年山东省组织编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并列为山东省地方必修课程。这是中小学

情况。一省引领在先，各省必然跟上，甚至还会后来居上。在高等学校方面，2016 年几位知名教授

联合倡议在我国高等学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推动儒学研究与教学专业化、学科化，一旦获得成功，

变成一种制度化安排，儒学传承与发展就有了可靠的体制保障。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是大势所趋。2017 年 1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要求“以

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同时“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必修课”，“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意见下达后，教育界积极响应，不出几年，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必将蔚然成风。

儒学发展的三大愿景

儒学发展的趋势由日积月累而形成，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的力量，为其自身后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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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6 年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一书，汇集了大陆新儒家的主要代表

人物蒋庆、陈明、康晓光、余东海、秋风多年来发表的文章，虽然他们提出并坚持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差异甚

大，但是，在中国必须再儒化的基本诉求上却完全一致。



展开辟道路，从而展现出可以预见的发展前景。然而，揭示这种发展前景并非笔者的兴趣所在，因

为并不是所有的发展趋势都值得点赞，也并不是所有的发展趋势都能引发一个令人喜闻乐见的发

展前景。所以，我在这里宁愿谈一谈儒学发展的愿景。发展趋势是客观的，发展前景是从发展趋势

引发出来的，也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惟有发展愿景，是个人根据发展趋势和主观愿望前瞻未来而

形成的一种“希望如此”的前景。
一、接续传统，重建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中国文化格局

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不是平面化的儒佛道三教鼎立，而是以儒为主导的三教鼎

立。换言之，这是一种一元主导多元互动的文化格局。在此文化格局中，( 1) 儒学在朝，占据主导

地位。佛、道在野，处于从属地位; ( 2) 儒学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引领性和指导性; ( 3) 儒

学具有安排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功能。这种文化格局持续保持了一千五六百年，形成为一

元主导多元互动的文化传统。到了现代社会，中国多元文化的清单上又增加了伊斯兰教、基督教、
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互动的格局中，儒学如何自处? 儒

学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值得我们深思。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儒学是中

国本土文化的主体、主干，因此，儒学应该坚定地挺立起来，理直气壮地充当从本土生长起来、又从

传统中走来、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一极或一元; 儒学应该营造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构建中国人的核

心价值观，引领中国人前进的步伐; 儒学应该奠立坚定而清晰的文化主权概念，在本土范围内拥有

话语权，主导多元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儒学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积极主动地走出去，

参与人类多元文化的沟通、交流、互鉴、融合。不消说，这样一种儒学在当今中国多元文化并存互动

的格局中应该占据主体、主导地位。这既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本土文化传统的

尊重与延续。
当然，也必须看到，当今儒学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使其担当如此重任。儒学必须经由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浴火重生，获得新形态新生命，才有可能挺立于多元文化的原野，由此树立其主

体、主导地位。为此，儒学必须如其先圣前贤一样不分夷夏，直面人性，发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

人性真理，才能以理服人; 儒学必须重申至公无私的理念，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

精神，去其家族血缘之私，去其熟人朋友之私，去其乡土族类之私，平等公正善待所有人包括陌生人

和异族人，才能以德服人; 儒学必须不分彼此，荟萃百家之长，熔于一炉，创造出先进文化，才能以高

明服人。对多元文化优异之处的兼收并蓄，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相反，取长补短，融

合创新，才会充实、增强、提升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国文化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每一种外来文化

的优秀成分，一旦被选取、吸收、消化于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不再是异质的而是

同质的。考镜源流时，可以说它是外来的; 谈论融合时，必须说它是中国的。中国文化只有成为

“和实生物”的熔炉，而不是乱放杂物的筐子，才能日新一理，月增一说，层累厚积而至于“充实之谓

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成为人类文化的泰山，这时，惟有这时，我们才有可能接续传统，重建一

元主导多元并存的中国文化格局。
二、万变不离其宗，保持儒学的常道品格

当今儒学处在日新月异、与时偕行的变化之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儒学发展变化的

基本特点之一。然而，儒学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必须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是什么? 是儒学的

常道品格。这是儒学之所以成为儒学的基本的、核心的规定性; 离开了或丢失了这个规定性，儒学

便不成其为儒学。儒学保持了它的常道品格，则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儒学始终是儒

学，而不会变成其他什么东西。
问题在于，儒学的常道品格是什么? 这可以讨论。所谓常道，是指一以贯之的永恒之道。学派

有学派的常道，学说有学说的常道。儒家作为学派，其常道品格，内涵有三: ( 1) 尊孔子为宗师; ( 2)

奉四书五经为基本经典; ( 3) 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观。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其常道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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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曰孔孟之道。孔孟之道的内涵是什么? 有哪些? 历史上众说纷纭，这里不必一一梳

理。我们今天诠释孔孟之道，必须萃取其所固有的，又必须考虑当代社会所需要的，综合这两方面

来看，孔孟之道的内涵，重点有三: 一曰仁爱，二曰礼义，三曰民本。
仁爱不是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但是，仁爱包涵了兼爱、慈悲、博爱的基本精

神，是一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无私之爱、公正之爱、博大之爱。
礼义，有别于孟子倡导的仁义，是荀子倡导和阐明的以礼为规范、为准绳、为原则的理念，这是

荀子为孔孟之道所做出的理论贡献。礼义是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是我们今天重

塑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的思想资源。
民本，以人民为国家的根本，这与民主相通，是民主的基础和起点。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之一。民主的真谛，是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由多数公民经由协商达成共识而做决定。从民本出

发，走向民主，是顺民本之理、成民主之章的事业。
三、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上个世纪，不少中外知名学者如汤因比、梁漱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断言中国文化将是

未来人类文化的希望。据说，1988 年，70 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巴黎会议上声明:“如果人类

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 2500 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名家名言的确支持和提升了

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当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

面也遇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向我们这一代人的治国理政的智慧提出了挑战; 如果我们不能以儒家

智慧解决问题，则何以证明儒家智慧是高明的、适用的? 如果我们连自家门前雪都扫不尽，何以能

够除去他人瓦上霜? 何以证明儒家智慧能够解决未来人类的生存之道? 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

从当下做起，一步一步，一点一滴，解决当下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以此证明和展现儒家智

慧。
必须承认，不少人对于用儒家智慧解决当今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持有怀疑态度。比如，

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在不少地方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空谈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

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知行不能合一，那么，人们既质疑儒家之知，又批评

执行不力，就有充分的理由; 再比如，我国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

富悬殊的警戒线，如果我们只是空谈孔子的“富民”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理念，而不是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孔子的智慧不足以服人，我们对孔子的智慧阳奉阴

违的做法也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可见，知而不行，知行分离，最终将连累、伤害到知。所以，

眼下我们必须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大幅提升执行力，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为儒家智慧正名。当

然，儒家智慧也有一个不断发掘、充实、更新的问题，因为儒家智慧能够解决传统社会的问题，并不

意味着它必然就能够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儒家智慧无论解决何种社会问题，除了给予高屋建瓴

的理论指导以外，还必须能够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包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拿出一套

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才是圆满无缺的儒家智慧。
儒家智慧产生于中国，儒家智慧首先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才能让世人信服，才能真正走向世

界。在应对日益变化的世界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展现儒家智慧，是我们瞻望儒学未来发展所持

有的一大愿景。

［责任编辑: 翁惠明 wenghm@ 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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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ve Tendencies and Three Prospects of Confucian Development
WANG Junlin

Modern Confucianism develops into new chapter in 2008. Since 2008, there are five tendencies of Confucian
development: everlasting enthusiasm to Confucianism,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taking part
into or change social life, Confucianism going back to ordinary people and society, Confucianism going into schools,
classes and textbooks. According to five tendencies of Confucian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 wishes, there are three
prospects of Confucian development. First of all, Confucianism can continue the tradition to reconstru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pattern. Secondly, Confucianism can remain essentially the same despite all apparent changes and keep its
original characters. Thirdly, Confucianism can use its wisdom to solve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Three in Community View
LIANG Shu

Three in Pang Pu’s ideology is cultural China taking community as great tradition. Respecting relatives of a senior
generation i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community, morality, system and belief influencing each other based on
consanguinity. They all reflect the Three ideology, taking it as main ideas or purposes. Community is the home of Three,
while Three is expression means of community view. It is the issue of the epoch to drag thoughts out of One or Two
dilemma, back to community and reconstruct community view. This is becoming academic pursuit gradually. In this
struggling process, Three in PANG Pu’s ideology is destined to demonstrate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value.

Identification of Gu Wen Xiao Jing Kong Zhuan from Japan
SHU Dagang，YOU Xiaoxiao

Gu Wen Xiao Jing Kong Zhuan came into China from Japan during Qian Long Emperor. Scholars have been
discussing it reality since then. Supporters take it as treasure while others try to prove it pseudo from quotations, records
and language analysis. Among them, Si Ku Zong Mu Ti Yao and Zheng Zhen’s opinions are more convincing. Recently,
Dunhuang documents proved the reality of Xiao Jing Zheng Xuan Zhu. This stimulates some scholars to prove the reality
of Gu Wen Xiao Jing Kong Zhua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ir evidences are not convincing. Through rechecking the words
of Gu Wen Xiao Jing Kong Zhuan, we find some scriptures inherit errors created by scholars in South Song Dynasty when
they combined Emperor Xuanzong’s annotation, Sima Guang’s explanation and Fan zuyu’s interpretation. Besides,
annotation in Gu Wen Xiao Jing Kong Zhuan is different with existing annotation inherited from Han and Tang Dynasty.
Thess all prove that Gu Wen Xiao Jing Kong Zhuan from Japan is not original Kong anguo’s annotation in Han and Tang
Dynasty.

Departure and Betray: The Way of Kang Youwei’s Neo-Confucianism
XU Qingwen

Kang Youwei has all kinds of connections with Confucianism. His Neo -Confucianism denies original Confucian
orthodoxy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 lineage and builds new Confucian orthodoxy. He introduced evolutionism from
Western?academia to prove three phased theory of Gong Yang which changed Confucianism into religion. KANG Youwei
illustrated Confucianism as monarch politics, took Biography of Gong Yang in Spring and Autumn (Chun Qiu Gong Yang
Zhuan) as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ic of Confucianism, changed educational Confucianism into religious Confucianism.
Kang Youwei’s Neo -Confucianism has diverged from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Neo -Confucianism created by him is
betray to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Kang Youwei’s Confucianism in Cultural Confidence Vision
FAN Yuqiu

Kang Youwei, the pioneer and believer of Confucianism, struggled to prove that the poverty, weakness and backward
development of China were caused by insufficient manifestation of true value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as religion of
humanity is superior than other religion culture. The maintenance and existence of Chinese nation, civiliz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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