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维明：继承“五四”，发展儒学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导读：今天是“五四”运动 99 周年纪念，也是中国青年的节日。百年前的知识精英向先

进的西方文明寻求更新传统的力量，今日之国人面对无信仰、无根柢的心灵危机，自

然地又转向了传统。可以说民族性始终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而文化又是由经年累月

的传统塑造而成。在本文中，杜维明先生回应了黄克剑在《“文化认同”和儒学的现代命

运——评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批评，并对儒学“一阳来复”的

生机作出了审慎客观而又饱含深情的探讨，时至今日，这些探讨仍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原载

于《读书》1989 年第 6 期 。 

“ 儒 学 第 三 期 发 展 的 前 景 问 题 ” 虽 然 是 近 年 来 在 海 内 外 知 识

界 争 议 性 很 大 的 课 题 ， 但 环 绕 着 “ 儒 学 的 现 代 命 运 ” 而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再 生 进 行 反 思 却 是 “ 五 四 ” 运 动 以 来 中 国 学 术 界 各 大 流 派

的 共 同 关 切 。 其 实 ， 以 “ 儒 学 第 三 期 的 发 展 ” 为 文 化 志 业 的 努 力 在

台 港 新 马 和 北 美 各 地 的 中 国 哲 学 思 想 也 已 进 行 了 三 、四 十 年 之 久 。

一 般 的 理 解 ， “ 当 代 新 儒 家 ” 有 广 狭 两 义 。 狭 义 的 “ 当 代 新 儒 家 ” ，

不 妨 以 《 中 国 论 坛 》 ( 联 合 报 系 的 知 识 性 杂 志 ) 一 九 八 二 年 在 台 北

召 开 的 以 “ 当 代 新 儒 家 ” 为 议 题 的 国 际 学 术 讨 论 会 为 例 ， 只 以 熊 十

力 、 梁 漱 溟 、 唐 君 毅 、 徐 复 观 和 牟 宗 三 五 位 学 人 的 思 想 为 评 断 的

对 象 。 不 过 ， 众 所 周 知 ， 即 使 严 格 地 定 义 当 代 新 儒 家 ， 至 少 方 东

美 、 钱 穆 及 冯 友 兰 的 思 想 也 应 列 入 考 虑 。 广 义 的 “ 当 代 新 儒 家 ” 所

指 涉 的 范 围 旁 及 学 术 、 知 识 、 文 化 和 政 治 各 领 域 ， 包 括 的 人 物 就

相 当 多 了 。 可 是 ， 五 四 以 来 儒 学 虽 然 经 过 三 代 学 人 的 重 建 ， 目 前

所 争 取 到 的 ，只 不 过 是 “ 一 阳 来 复 ” 的 生 存 权 利 而 已 ，因 此 “ 儒 学 第

三 期 发 展 的 前 景 ” 仍 旧 是 个 大 家 争 议 不 休 的 问 题 。  

一 九 八 八 年 三 月 号 的 《 读 书 》 发 表 了 黄 克 剑 针 对 我 《 儒 学 第

三 期 发 展 的 前 景 问 题 》 而 撰 写 的 鸿 文 ， 集 中 我 有 关 “ 文 化 认 同 ” 的

论 点 ，提 出 八 点 质 疑 。自 从 八 五 年 春 季 北 京 大 学 忝 列 教 师 之 林 主

讲 “ 儒 学 哲 学 ” 并 在 中 国 文 化 书 院 作 学 术 报 告 公 开 表 示 要 对 儒 家

传 统 进 行 “ 同 情 了 解 ” 以 来 ， 已 经 在 海 内 外 的 报 章 杂 志 读 到 好 几 篇

“ 商 榷 ” 的 文 字 。 本 来 很 想 一 一 作 答 ， 但 因 为 批 评 者 多 半 怒 气 冲 冲

而 我 自 己 也 有 不 易 消 解 的 情 结 ， 深 恐 跳 不 出 “ 剪 不 断 ， 理 还 乱 ” 的

迷 惘 ， 徒 增 扰 扰 而 已 ， 结 果 精 神 不 能 凝 聚 无 法 动 笔 。 不 过 ， 至 今

我 所 能 见 到 的 对 我 的 观 点 所 作 的 评 介 和 抨 击 都 发 挥 了 “ 直 谅 多 闻 ”

的 益 友 作 用 ；尽 管 尚 未 观 诸 文 字 ，我 和 这 些 益 友 们 所 进 行 对 话 已

使 我 更 清 楚 地 认 识 到 儒 学 研 究 的 错 综 复 杂 和 现 实 涵 义 。今 年 春 夏

之 交 ，应 台 湾 大 学 的 哲 学 和 历 史 两 系 之 邀 为 文 史 哲 的 研 究 生 开 设



了 一 门 以 “ 现 代 精 神 与 儒 家 传 统 ” 为 题 的 选 修 课 ， 较 系 统 地 回 顾 了

这 几 年 因 探 索 儒 学 第 三 期 发 展 而 接 触 到 的 课 题 。黄 先 生 的 质 疑 是

深 思 熟 虑 后 的 结 论 ，饶 有 理 趣 ，值 得 详 论 ，但 所 涉 及 的 范 围 甚 广 ，

不 可 能 一 次 作 答 ，现 仅 就 其 荦 荦 大 端 先 提 三 点 意 见 ，作 番 初 步 的

分 疏 。  

壹  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研究儒学 

一 ，“ 然 而 ，杜 先 生 毕 竟 不 甘 心 儒 学 的 崇 高 地 位 仅 仅 保 留 在 为

数 不 多 的 新 儒 家 的 学 者 那 里 ；同 传 统 的 ‘ 好 树 立 或 依 附 正 统 ，以 笼

罩 百 家 ’ ( 唐 君 毅 话 ) 的 儒 者 们 一 样 ， 杜 先 生 痛 惜 儒 学 的 国 学 或 ‘ 文

法 ’ 地 位 的 丧 失 ， 他 把 这 种 地 位 的 失 而 复 得 寄 托 于 ‘ 儒 家 第 三 期 发

展 ’ 。 ” ( 黄 文 1 9 页 )  

这 个 推 论 不 脱 在 权 威 主 义 的 氛 围 中 只 比 附 官 方 意 识 形 态 的

格 套 ，和 我 在 多 元 文 化 的 背 景 中 研 究 儒 学 的 取 向 好 像 是 风 马 牛 不

相 及 。 我 不 仅 没 有 “ 树 立 或 依 附 正 统 ” ( 包 括 马 列 思 想 和 三 民 主 义 )

的 意 愿 ， 而 且 坚 信 儒 家 所 体 现 的 知 识 分 子 的 风 骨 正 和 “ 曲 学 阿 世 ”

的 利 禄 之 途 背 道 而 驰 。文 革 末 期 ，一 位 中 共 的 领 导 人 曾 公 开 向 日

本 教 育 访 问 团 为 儒 学 东 渐 妨 碍 了 日 本 现 代 化 之 历 史 错 误 表 示 道

歉 ， 这 究 竟 只 是 偶 然 事 件 还 是 一 般 公 论 ， 大 家 心 里 有 数 。 儒 家 传

统 在 当 前 中 国 政 治 文 化 中 和 封 建 遗 毒 几 乎 成 为 同 义 语 ，是 有 目 共

睹 的 现 象 。如 何 在 接 受 了 “儒 门 淡 泊 ”这 一 客 观 事 实 的 前 提 下 ，重

新 认 识 、理 解 、体 会 ，并 进 一 步 发 掘 儒 家 传 统 的 精 神 资 源 为 中 国

的 现 代 化 提 供 有 利 的 条 件 (当 然 不 排 斥 中 国 文 化 中 其 他 传 统 如 道

家 、佛 教 和 民 间 宗 教 也 能 通 过 创 造 转 化 而 成 为 现 代 中 国 的 精 神 资

源 )，才 是 我 提 出 儒 学 第 三 期 发 展 的 立 言 宗 旨 。因 此 ，我 并 不 赞 成

“ 复 兴 儒 学 ” 的 提 法 ， 也 不 认 为 儒 学 的 现 代 命 运 可 以 和 基 督 教 的 盛

况 同 日 而 语 ，更 没 有 “ 同 传 统 的 儒 者 们 一 样 ” 要 想 以 儒 术 “ 笼 罩 百 家 ”

的 妄 想 。  

贰  现代化不即是西化 

二 ，“ 在 ‘ 五 四 ’ 主 流 知 识 分 子 那 里 ，不 存 在 杜 先 生 所 说 的 ‘ 西 化 ’

和 ‘ 现 代 化 ’ 混 为 一 谈 的 问 题 ， 因 为 杜 先 生 是 在 把 中 国 同 化 为 西 方

的 意 义 上 理 解 ‘ 西 化 ’ 的 ，这 种 理 解 ，并 不 就 是 ‘ 五 四 ’ 主 流 知 识 分 子

的 理 解 。 ” ( 黄 文 2 0 页 )  

把 “ 现 代 化 ” 等 同 于 “ 西 化 ” 是 二 十 世 纪 学 术 界 的 通 病 。 “ 现 代 化 ”

一 词 迟 至 五 十 年 代 才 出 现 于 欧 美 学 术 论 著 。 当 时 以 “ 现 代 化 ” 取 代

“ 西 化 ” 的 理 据 也 是 基 于 西 化 普 及 全 球 的 现 象 而 来 。 直 到 七 十 年 代

特 别 是 最 近 几 年 因 为 东 亚 的 兴 起 使 得 “ 现 代 化 ” 理 论 面 临 了 重 大

危 机 之 后 ， 欧 美 社 会 理 论 家 才 意 识 到 “ 西 化 ” 和 “ 现 代 化 ” 必 须 予 以



区 分 的 必 要 。 不 仅 是 “ 五 四 ” 诸 公 ， 即 使 以 树 立 现 代 化 理 论 典 范 而

声 名 大 振 的 韦 伯 和 帕 森 斯 ( Ta l c o t t  P a r s o n s ) 也 难 免 把 西 化 和 现

代 化 混 为 一 谈 的 误 谬 。  

我 们 一 般 所 理 解 的 现 代 化 ( 工 业 化 、制 度 化 、民 主 化 、科 学 化 、

技 术 化 、理 性 化 等 等 现 象 ) 是 从 近 代 西 方 文 明 “ 创 生 ” 而 来 。既 然 近

代 西 方 文 明 植 根 于 希 腊 ，罗 马 、及 希 伯 来 传 统 而 又 通 过 文 艺 复 兴

及 启 蒙 运 动 的 历 史 阶 段 才 发 展 成 形 的 ，由 西 方 文 明 所 创 生 的 现 代

化 模 式 便 必 然 和 轴 心 时 代 以 来 即 不 断 塑 造 西 方 世 界 的 精 神 传 统 ，

如 犹 太 教 ， 基 督 教 ， 希 腊 的 民 主 科 学 和 罗 马 的 政 治 法 律 ，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中 国 在 十 七 世 纪 ， 特 别 是 一 六 一 ○ 到 一 六 六 ○ 的 五 十 年 ，

曾 借 助 耶 稣 教 会 的 传 教 士 和 西 方 文 明 有 片 面 的 接 触 ，但 要 等 到 十

九 世 纪 的 中 叶 ，才 因 西 方 的 船 坚 炮 利 迫 使 中 国 对 西 方 文 明 的 冲 击

作 出 全 面 的 反 应 ，自 此 以 来 才 一 百 多 年 西 方 文 明 不 仅 成 为 现 代 中

国 文 化 的 组 成 部 分 ，而 且 逐 渐 成 为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思 考 问 题 的 逻 辑

范 畴 和 价 值 体 系 。譬 如 我 们 目 前 所 运 用 的 语 言 就 已 和 经 由 日 文 翻

译 的 西 方 观 念 — 哲 学 、 宗 教 、 社 会 、 政 治 、 经 济 等 等 — 结 了 不 解

之 缘 。  

尽 管 如 此 ， 同 化 意 义 之 下 的 “全 盘 西 化 ”不 仅 实 际 上 站 不 住 ，

而 且 理 论 上 也 行 不 通 。 固 然 ， 正 如 黄 先 生 所 说 ， 西 化 在 鲁 迅 、 陈

独 秀 、 胡 适 等 新 青 年 的 先 驱 那 里 “ 并 不 是 把 中 国 同 化 于 西 方 的 意

思 ，而 是 要 为 中 国 引 来 西 方 文 化 所 体 现 的 时 代 精 神 ，使 中 国 进 到

一 个 新 的 时 代 ” ( 黄 文 2 0 页 ) ， 但 既 然 现 代 性 只 能 以 西 方 文 明 的 形

式 来 体 现 ，那 么 中 国 文 化 便 只 有 历 史 意 义 而 无 现 代 价 值 了 ，正 因

为 这 种 “ 新 颖 的 ” 观 点 ， “ 反 传 统 ” 才 成 为 “ 五 四 ” 主 流 知 识 分 子 的 理

想 和 激 情 的 集 中 表 现 。钱 玄 同 所 提 汉 字 拉 丁 化 的 建 议 极 端 地 突 出

了 以 西 方 为 “ 今 ” 而 以 中 国 为 “ 古 ” 并 且 以 效 法 西 方 之 “ 今 ” 来 扬 弃 中

国 之 “ 古 ” 的 现 代 化 策 略 。  

不 过 ， “ 五 四 ” 诸 公 是 站 在 消 化 了 深 厚 的 儒 家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来

推 进 打 倒 孔 家 店 的 文 化 事 业 的 ， 他 们 的 “ 存 在 条 件 ” 和 今 天 儒 家 传

统 几 成 绝 响 的 情 况 自 然 大 不 相 同 。在 这 里 不 能 详 抠 解 释 学 所 谓 传

统 的 现 代 意 义 ，但 把 儒 家 传 统 归 约 成 不 经 反 思 的 社 会 习 俗 或 中 国

人 文 化 心 理 结 构 中 的 积 淀 ， 是 不 能 言 之 成 理 持 之 有 故 的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来 ，汉 文 化 圈 的 外 缘 ( 日 本 、南 朝 鲜 、台 湾 、

香 港 和 新 加 坡 ) 在 现 代 化 的 进 程 中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成 就 ( 不 仅 是 经

济 成 长 也 在 政 治 民 主 、社 会 开 放 、和 文 化 多 样 等 层 方 面 有 突 出 的

表 现 ) ，迫 使 欧 美 社 会 理 论 家 重 新 考 虑 现 代 化 和 西 化 的 关 系 ，因 此

提 出 “ 第 二 个 现 代 性 个 案 ” ，“ 新 资 本 主 义 ” ，“ 第 三 种 工 业 文 明 ” 等 概



念 来 解 释 工 业 东 亚 这 一 举 世 瞩 目 的 现 象 。儒 家 伦 理 和 东 亚 企 业 精

神 的 关 系 ，受 到 韦 伯 以 新 教 伦 理 联 系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的 历 史 分 析 的

启 发 ，也 因 此 成 为 国 际 学 坛 从 各 种 不 同 方 法 和 层 次 进 行 讨 论 的 热

门 课 题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儒 家 不 仅 是 工 业 东 亚 而 且 也 是 共 产 东 亚

(大 陆 、 北 朝 鲜 、 越 南 )的 传 统 。 如 果 经 过 调 查 研 究 显 示 儒 家 伦 理

确 实 和 工 业 东 亚 的 企 业 精 神 有 强 度 的 “ 亲 和 性 ” ， 那 么 共 产 东 亚 不

能 发 挥 企 业 精 神 ，是 否 和 儒 家 伦 理 的 彻 底 政 治 化 乃 至 全 盘 否 定 有

关 呢 ？ 相 反 地 ，如 果 经 过 调 查 研 究 显 示 儒 家 伦 理 和 工 业 东 亚 的 企

业 的 精 神 关 系 不 大 乃 至 毫 无 关 系 可 言 ，那 么 共 产 东 亚 的 经 济 落 后

是 否 因 政 治 组 织 和 社 会 风 气 深 受 儒 家 积 习 的 牵 制 而 无 法 充 分 发

挥 个 人 的 企 业 精 神 有 关 呢 ？ 这 类 问 题 必 然 引 起 争 议 ，但 假 若 因 先

入 为 主 的 陈 见 而 不 能 深 扣 或 者 因 意 识 形 态 的 关 系 而 予 以 回 避 ，儒

家 传 统 在 当 代 东 亚 的 曲 折 表 现 则 绝 无 昭 然 若 揭 的 一 天 。  

我 一 再 强 调 ， 当 今 研 究 儒 家 传 统 应 当 继 承 “ 五 四 ” 的 批 判 精 神 ，

也 应 当 坚 决 和 假 尊 孔 读 经 之 名 而 行 专 制 之 实 的 反 动 势 力 划 清 界

线 。 我 相 信 ， 这 个 立 场 不 仅 有 利 于 客 观 的 学 术 研 究 ， 也 是 儒 学 进

一 步 发 展 的 必 要 条 件 。  

 

我 在 申 述 这 立 场 时 曾 特 别 指 出 反 孔 的 迎 面 痛 击 对 儒 家 有 的

积 极 作 用 ，尊 孔 的 内 部 腐 化 反 而 为 儒 家 带 来 歪 曲 的 消 极 后 果 。作

为 一 个 儒 学 的 从 业 员 而 且 自 觉 地 批 判 地 认 同 儒 家 传 统 的 学 术 工

作 者 ，我 深 深 地 感 到 我 们 如 果 不 能 或 不 敢 面 对 儒 学 、儒 家 和 儒 教

的 阴 暗 面 ——在 中 国 乃 至 东 亚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造 成 污 染 的 因 素 进

行 鞭 辟 入 里 的 分 析 ，我 们 就 无 法 为 儒 家 传 统 创 造 生 机 。这 或 许 是

个 悖 论 ( 港 台 学 者 多 称 “ 吊 诡 ” ) ， 但 也 是 我 一 贯 的 主 张 。 因 此 ， 我

既 不 赞 同 西 化 论 者 ， 如 柏 杨 ， 以 嬉 笑 怒 骂 的 方 式 “ 矮 化 ” ， “ 丑 化 ”

中 国 人 ，( 用 辞 尖 刻 我 不 在 乎 ，但 态 度 轻 佻 吐 属 平 下 而 又 毫 无 自 淑

淑 人 的 意 愿 才 是 我 不 赞 同 的 理 由 ) 也 不 引 宣 扬 国 粹 的 文 人 雅 士 为



同 道 。  

叁  比较中西文化开辟价值领域 

三 ， “ 杜 先 生 在 ‘ 儒 学 第 三 期 发 展 的 前 景 问 题 ’ 一 文 中 ，有 时 甚

至 拒 绝 使 用 ‘ 科 学 ’ 和 ‘ 民 主 ’ 等 来 自 西 方 文 化 范 畴 去 评 价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 … ” ； “ 这 不 正 是 “ 把 中 华 民 族 的 优 秀 传 统 规 定 为 科 学 和 民

主 同 构 的 因 素 ” 么 ？ 杜 先 生 所 反 对 的 ，却 又 是 他 不 得 不 去 做 的 ，这

难 道 仅 仅 是 思 维 过 程 中 的 掉 以 轻 心 ？ ” ( 黄 文 2 0 — 2 1 页 )  

在 学 术 界 从 事 文 史 哲 工 作 的 ，特 别 是 致 力 于 比 较 中 西 文 化 课

题 的 ， 同 道 对 用 西 方 文 明 的 范 畴 来 “ 格 义 ” 中 国 传 统 学 术 所 造 成 的

困 难 和 混 乱 一 定 知 之 甚 多 ，就 是 一 般 关 切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问 题 的 知

识 人 士 对 以 荷 马 史 诗 ， 希 腊 哲 学 ， 基 督 宗 教 ， 罗 马 律 法 ， 或 现 代

西 方 的 科 学 民 主 为 典 范 来 评 断 中 国 文 学 、 思 想 、 政 治 、 或 社 会 的

实 例 也 必 然 耳 熟 能 详 。我 提 醒 大 家 注 意 ，不 能 用 体 现 当 代 西 方 文

明 精 华 的 价 值 ， 如 科 学 和 民 主 ， 来 评 价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 绝 不 是

一 种 情 绪 反 应 而 已 。  

时 序 倒 置 的 历 史 判 断 是 学 术 界 常 犯 的 错 误 ，这 不 仅 是 强 古 人

之 所 难 ( 逝 者 已 矣 他 们 当 然 不 会 突 然 显 灵 申 辩 ) ， 而 且 是 暴 露 今 人

的 肤 浅 。记 得 一 位 来 访 的 学 人 曾 一 本 正 经 地 表 示 要 从 卫 生 设 备 来

比 较 中 西 文 化 的 异 同 ， 这 是 他 研 究 价 值 取 向 的 口 味 不 容 我 置 喙 ，

但 是 当 他 表 示 当 今 美 国 的 抽 水 马 桶 可 以 溯 源 到 欧 洲 的 中 世 纪 而

毛 坑 则 是 古 往 今 来 中 国 独 具 的 文 明 特 色 我 就 忍 不 住 要 表 示 抗 议

了 。在 我 学 术 交 流 的 经 验 中 ，以 欧 洲 中 古 的 抽 水 马 桶 和 大 陆 当 今

的 毛 坑 为 证 据 来 评 断 中 西 文 化 优 劣 的 例 子 虽 然 绝 无 仅 有 ，但 从 各

种 不 同 的 观 点 来 说 明 中 国 文 化 不 仅 后 天 不 足 而 且 是 先 天 失 调 的

例 证 可 以 说 俯 拾 即 是 。  

西 方 学 人 ，包 括 痛 恨 奴 隶 制 度 的 波 普 和 宣 扬 传 统 精 神 的 伽 德

默 ，对 柏 拉 图 都 采 取 敬 之 如 神 明 的 虔 诚 态 度 来 进 行 哲 学 反 思 。波

普 以 开 放 社 会 的 理 想 深 斥 柏 拉 图 的 专 制 倾 向 ，而 伽 德 默 则 从 解 释

学 的 方 法 重 新 体 认 柏 拉 图 的 睿 智 ， 诠 释 的 进 路 不 同 结 论 也 迥 异 ，

但 是 把 柏 拉 图 当 作 定 义 西 方 哲 学 的 巨 人 ，把 柏 拉 图 哲 学 当 作 理 性

主 义 的 重 大 泉 源 则 是 大 家 的 共 识 。可 是 ，在 美 国 学 术 界 有 时 和 柏

拉 图 相 提 并 论 的 孟 子 ， 在 中 国 哲 学 界 却 被 “ 矮 化 ” 、 “ 丑 化 ” 成 主 观

唯 心 主 义 的 老 祖 宗 ；更 糟 的 是 ，对 孟 子 未 尝 卒 读 一 过 的 知 识 分 子

( 在 这 里 用 知 识 分 子 一 词 并 无 讥 讽 的 意 味 ， 其 实 欧 美 知 识 分 子 中

对 柏 拉 图 一 窍 不 通 的 也 大 有 人 在 ！ ) 也 公 然 在 大 庭 广 众 面 前 抨 击

孟 子 的 保 守 ， 落 伍 和 封 建 ！  

我 拒 绝 用 体 现 当 代 西 方 文 明 精 华 的 价 值 来 评 介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不 是 情 绪 反 应 ， 而 是 基 于 对 比 较 文 化 研 究 如 何 “ 调 适 上 遂 ” 的

考 虑 。 我 以 为 ， 今 天 海 内 外 中 国 学 术 界 最 严 肃 的 课 题 之 一 ， 是 如

何 站 在 知 识 分 子 自 我 认 识 的 立 场 ， 自 觉 地 批 判 地 继 承 传 统 文 化

( 当 然 也 包 括 儒 家 传 统 ， 但 不 排 斥 其 他 精 神 资 源 的 时 代 价 值 和 意

义 ) 以 丰 富 知 识 分 子 群 体 的 “ 文 化 传 统 ” 。值 得 忧 虑 的 是 ，目 前 在 海

内 外 知 识 分 子 群 体 的 “ 文 化 传 统 ” 中 传 统 文 化 几 成 绝 响 ， 而 鸦 片 战

争 以 来 在 文 化 心 理 深 层 中 由 屈 辱 、悲 愤 和 自 责 自 咎 等 感 情 纠 结 所

造 成 的 声 浪 则 震 耳 欲 聋 ，但 是 我 们 不 仅 要 听 自 己 当 下 的 心 声 ，也

要 像 李 二 曲 一 样 ， “ 精 神 凝 聚 ， 斯 气 象 凝 ， 穆 凝 凝 凝 ”地 设 法 听 传

统 文 化 的 声 音 。这 种 以 开 放 的 心 胸 重 新 认 识 传 统 的 努 力 不 仅 要 落

实 到 气 功 、 调 息 、 静 坐 、 导 引 等 “ 保 身 ” 的 工 夫 也 要 提 升 到 哲 学 反

思 的 层 次 。我 相 信 通 过 认 识 、理 解 和 体 会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华 来 进 行

彻 底 扬 弃 封 建 遗 毒 的 文 化 事 业 是 可 能 的 ， 也 是 必 要 的 。  

 

我 是 西 方 文 明 的 受 惠 者 ，一 向 主 张 要 深 入 地 引 进 体 现 西 方 精

华 的 价 值 。科 学 和 民 主 是 光 辉 灿 烂 的 西 方 价 值 ，正 是 中 国 必 须 深

入 引 进 的 ， 这 是 “ 五 四 ” 诸 公 的 公 议 ， 我 完 全 同 意 。 不 过 ， 值 得 重

视 的 是 ，西 方 工 业 革 命 以 来 ，科 学 技 术 的 突 飞 猛 进 和 民 主 制 度 的

普 及 完 备 ( 当 然 还 应 当 包 括 市 场 经 济 的 活 跃 繁 荣 ) 和 理 性 、 自 由 、

人 权 、 隐 私 权 、 财 产 权 、 人 格 尊 严 、 宗 教 信 仰 、 司 法 独 立 以 及 个

人 的 创 业 精 神 等 更 根 本 的 西 方 价 值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而 这 些 价 值 又

都 植 根 于 源 远 流 长 的 西 方 传 统 文 化 之 中 。 我 不 赞 成 “ 把 中 华 民 族

的 优 秀 传 统 规 定 为 科 学 和 民 主 同 构 的 因 素 ” 是 基 于 如 何 避 免 文 化

人 类 学 中 所 谓 的 强 人 政 策 ，也 就 是 以 甲 文 化 之 所 长 为 标 准 来 评 断

乙 文 化 之 所 短 的 考 虑 。但 我 在 述 说 儒 家 传 统 中 的 民 本 思 想 虽 然 可

以 作 为 发 展 中 国 式 民 主 制 度 的 助 缘 ，但 绝 不 能 认 定 在 儒 家 传 统 中

已 出 现 过 代 表 西 方 文 化 特 色 的 民 主 ，是 基 于 如 何 深 入 引 进 西 方 价



值 的 考 虑 。这 两 种 考 虑 不 仅 毫 不 冲 突 而 且 相 辅 相 成 ：对 和 中 国 文

化 不 可 分 割 的 儒 家 传 统 的 利 弊 得 失 有 高 度 的 自 知 之 明 ，是 深 入 引

进 西 方 价 值 的 前 提 (不 是 逻 辑 推 理 意 义 上 的 判 断 而 是 发 生 程 序 中

的 先 决 条 件 )； 通 过 深 入 引 进 西 方 的 价 值 ， 可 以 使 我 们 对 儒 家 传

统 的 特 色 有 更 精 切 的 掌 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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