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2页 

人民日报/2016年/9月/11日/第 005版 
观察 
 

立足“返本开新”  关注生活世界 
 

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郭齐勇 
 

 
    新儒学思潮是当前我国社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的社会思潮。深入把握这一社会思潮的来
龙去脉，理性辨析这一思潮的功过得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脉络与思想贡献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最初是冯友兰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认知中国哲学而使
用的名词。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又用新儒家（学）指称新文化
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人们一般以

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
这也可以视为这一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思潮发生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

陆。第三阶段思潮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第四阶段思潮发生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海外，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人学者引入中国大陆。第一阶段思
潮可以简称为“五四”前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思

潮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其代表人物，第一阶段有梁漱

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第三阶段有唐君

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四阶段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人持“思想文化决定论”，把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观点在甲午战争后愈演愈

烈，在新文化运动中发展到一个高峰，形成了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思想。把传

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地对立起来，把清末的衰败一概归咎于传统文化，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做法。

那时，儒学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学从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渗透，变成了西方汉学家所谓的博物

馆文化、图书馆文化或古玩文化。在这种形势下，当代新儒学围绕“返本开新”进行了诸多努力。 
    当代新儒学思潮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
其论域、问题意识与思想贡献主要有：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重新思考东亚、中华

精神文明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批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看法；提出开展文明对话

与建设文化中国；揭示儒学价值与现代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内在关联；强调儒学与

现代民主具有一致性；发掘儒学的“内在超越”意涵，论证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具有超越意

义；等等。当代新儒学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源，阐述道德理想主义，肯定道德主体

性，这对于纠正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港台新儒学的成就与局限 
    港台新儒学最著名的事件，是 1958 年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张君劢等人联合发表《为
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宣言主要是针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发的。该宣言认

为，“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不是“死物”“国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

在”。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实践，不仅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是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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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孟到陈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哲学。由此，

港台新儒学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

科学和民主政治。 
    台湾鹅湖学派等继承港台新儒学的思想，坚持其理念，继续在民间起着弘扬儒学的作用。在
台湾，分散在不同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儒学教授们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他们坚持中国文化的理

想，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中国经典与常道的阐扬、传承与转化，是难能可贵的。目前，这一

阵营正处在分化、重组的过程中。 
    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港台新儒学存在不少局限性。儒家价值系统在现代港台社会
仍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需要重新定位。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将儒家的终极关怀、道德理想主

义的合理因素融入我国新文化体系中，甚至使其超越国界、融入人类新文化体系中，都是必要和

可能的。但像一些港台新儒学学者所坚持的那样，试图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原封不动

地保存下来，则是不可能的。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实现儒学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陆新儒学的界定与发展走向 
    大陆新儒学（家）究竟如何定义，学界见仁见智。有人以此相标榜，但学界却不以为然，因
为他们持封闭的立场，脱离了时代与现实。因此，需要为大陆新儒学（家）正名。中国哲学界一

些专家的看法是：就其主流而言，所谓大陆新儒学（家）或新时期中国大陆的新儒学（家），是

受当代哲学思潮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面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实际问

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互动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

积极调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创造性地诠释

儒学精义、推动儒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学派。大陆新儒学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强调中西融

合与儒学的根源性、当代性、开放性、包容性、批判性、创造性和实践性。改革开放以来，大陆

新儒学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理论上，大陆新儒学在儒学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上颇有创见与贡献。比如，汤一介的天人、
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庞朴的“一分为三”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蒙培元的“情感儒

学”，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大陆新儒学的哲学思考受到西方新思潮、新问题的启发，也对后者予以回应和批评。对于儒学经

典，大陆新儒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大陆新儒学思考的中心是传统儒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

问题，致力于调动儒学资源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本

质主义”的影响，大陆新儒学大都主张消解形而上学，或者只承认广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主张

终结狭义的形而上学，把真实的“情”放在最高地位。 
    在实践上，大陆新儒学的一些学者积极支持、引导民间儒学发展。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
国大陆一些地方自发形成了民间儒学。民间儒学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

或民间组织推动发展的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又包括城市社区儒学，还包括各地书院的重建。

其主要目标，是使儒家文化的做人做事之道即儒家仁义之道在国人的心中扎根。从一定意义上说，

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灵根自植、融入当代社会的积极探索，能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

的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百姓的生活指引与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实现安立世道人心的价

值目标。为推动民间儒学发展，一些大陆新儒学学者纷纷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

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虽然其形式还有待探索、成效还有待检验，但这种努力值得肯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