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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对传统文化的论争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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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历史与我们的未来&第
%

期'

姜义华
主讲嘉宾

#'%'

年出生!江苏扬州人" 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

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

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百年蹒跚&&&小农

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 中国重撰%#$章炳麟评传%#$天下为公&&&孙中山

思想家剪影%#$中华文明的根柢%#$史学导论%!主编$康有为全集%#$胡适学术文集%!策划编撰百卷

本$中华文化通志%"

章清(评论嘉宾)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重

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教育部创新基地*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教育

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学理

探讨#揭示近代中国*亚文化圈世界+的构成及其意

义#*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问题"在$中

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专

著$*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林牧茵(特约主持)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夜线%#$道,理%

主持"

#''(

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

#'')

年

进入上海电视台-

!**)

和
!*#!

年分别从复旦大

学国关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

博士学位"

!*#!

年
'

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

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与

政治#中美新闻教育发展与中美关系研究等"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历史季采编团队!

林秋云#葛君#王婧娅#李云波

整体设计
!

夏莉佳 视觉音频
!

李静#赵燕磊

鸦片战争以降( 中国的前行与发展便始终绕

不开中与西!新与旧的矛盾(而国人对传统文化的

省思与争论( 也间接地帮助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

某些特性)

"国粹派#$"新文化派%与"学衡派%

5678

年(*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专门研究

国学的刊物+国粹学报,创刊(邓实担任总纂(章太

炎-刘师培!陈去病!黄节!黄侃!马叙伦!罗振玉等

担任编辑) 该刊声称以*发明国字(保存国粹&为宗

旨(用文言文撰写稿件(主要栏目有社论!政篇!史

篇!文篇!丛谈!博物篇!学术篇!地理篇!美术篇!

丛谈!撰录等)

甲午海战后尤其八国联军的侵华导致了 *从

朝廷到民间(学习西方成为人们的共识&) 除了主

张改革(洋学堂遍地开花(上上下下对国外知识!

西方技术给予了更多关注(一些留日青年(甚至主

张中国要同日本一样(实行彻底的欧化政策)

这种言论激起另一部分人的反对( 面对西学

的汹汹来势(他们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主张只有

传统的文化与学术才能救国) 虽然*国粹派&并非

西学的反对者( 但却日趋保守(*本以存亡继绝为

宗&(最后却是*笃守旧说(弗能使光辉日新&.章太

炎语'(辛亥革命后(+国粹学派,便停刊了)

与*国粹派&旨趣相反的是*新文化派&) *新文

化派&又称之为*新青年派&(胡适-陈独秀-鲁迅-

钱玄同等是其主要代表(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

主要阵地 (提倡 *民主 &与 *科学 &(主张用西方的

*新文化&来取代中国*旧文化&(甚至还有人打出

了*全盘西化&的口号.陈序经')

新文化运动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的启蒙运

动(其主要倾向是*以理性为承诺的破坏与批判&(

传统与现代(新与旧无法调和(*旧者不根本打破(

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汪淑潜'(传统文化被视为

*国故&(而*国故&则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毛子

水语'(很少有人会看到传统的价值与智慧(如同

鲁迅笔下所描写的那样(关乎传统的(诸如礼教(

那是会*吃人&的)

*学衡派&的出现是在
5699

年(在+新青年,行

将停刊之际(+学衡,在南京创刊(以梅光迪-胡先

骕-吴宓-柳诒徵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学人聚集于

东南大学( 开始了对曾经云集于北京大学的新青

年派同仁进行反思与批评) 学衡派认为(传统文化

不仅是已死的国故(而是*蕴涵着意义价值与民族

命脉的国粹&(他们主张新旧的调和与融合(一方

面向国内引介西方的新人文主义( 将孔子视为人

文思想的鼻祖( 另一方面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粹具有永恒的价值( 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其

中(儒家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主轴)

虽然+学衡,一出版就遭到当时各方的攻击(

但它却启发了现代新儒学以 *现代& 来阐释 *传

统&(*以西方来观照和挖掘传统的内在智慧和价

值的资源&(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截断的传统延伸到

了现代)

当代"新儒家%与大陆"国学热%

当代新儒家常常指自民国初年开始(直至中国

内战之后活动于台湾-香港等地的儒家学派(他们

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这一流派的

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
5695

年至
56:6

年(以

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为代表/

第二代是
5687

年至
56;6

年(代表人物是方东美-唐君

毅-牟宗三-徐复观/

5627

年至今为第三代(主要人物是

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霍韬晦等)

新儒家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以儒学为

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直接相关( 西方的启蒙话

语粉碎了传统的儒学话语( 西方的现代理念则是

彻底支离了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 (*儒学与现代

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凸显) 新儒家某种程度上受到

了学衡派的影响( 他们不只是强调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更是开启了*儒学现代发展的转化性话语&

%%%从熊十力到余英时( 现代新儒家们一直致力

于& 在重建儒学的现代形态中推动中国文化的发

展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围绕着*儒学与现代性&(第一代新儒家提出

*从儒学的0价值阐扬1上复兴儒学(通过0中西文

化价值对比1以彰显儒学的特质&) 而在第二代新

儒家中(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越益突出(这要

求他们*从儒学的0价值转承1上复兴儒学
<

以0中西

文化价值对接1的方式去彰显儒学的生命力&) 第

三代新儒家面对的全球化的大背景( 这使得他们

更加侧重从儒学的 *价值交流& 中去推动儒学复

兴(以*中西文化价值对话&的方式去阐扬儒学的

现代角色)

与海外*新儒家&的探索相比(新中国成立后(

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一直停留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科学&一

样(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批判(直到文革期间(被贴

上了*封建&的标签而被*彻底打到&)

*文革&结束后(各项学术研究渐次恢复(传统

文化开始被视为 *一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相对薄

弱的0纯学术1开始获得独立-自由研究的空间&)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至( 大陆地区更是掀起了

一股*国学热&(表现在政府-教育-社会-学术研究

层面)

海外大大小小*孔子学院&的诞生(各种祭孔

仪式纷纷出现) 各中小学中也设立了国学课程(同

时还推出了相应的国学经典读本( 与之相对应的

高等院校( 近来则是陆续建立了二十多所国学院

与国学研究机构(不仅如此(社会上的国学培训机

构也纷纷涌现( 民间自发建立的国学网站更是屡

见不鲜) 学者们开始重新检讨民国时期那场关于

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新与旧的论争(开始思考传

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究竟为何( 在传统向现代转型

的过程中(这种传统的文化又究竟有怎样的*实在

意义&) .林秋云 整理'

现
代
性
中
的
中
华
文
明

&

&

&

姜
义
华
学
术
观
点
集
萃

章太炎! 近代社会与革命

的一面镜子

鲁迅曾经赞誉章太炎为 *有学问

的革命家&(在近代中国思想大变动的

时代中(他和康有为-严复 -孙中山同

属于*披荆斩棘&中的杰出代表)

关于章太炎( 早期争论的焦点全

在于其思想与学术的阶级属性) 这样

的论争过于简单和武断) 将章太炎重

新放回近代社会变迁的语境中( 重新

展示其走出旧书斋而投身革命的曲折

历程( 才能领悟其力图通过对西学有

选择的吸收( 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

自身的扬弃与更新的真实状况)

章太炎的思想中具有强烈的现代

品格和现代意义(他的思想-学术及其

革命生涯( 实是中国近代社会与革命

的一面镜子)

现代性的中国书写!接续西方反抗西方

民族认同-近代国家意识-伦理与竞存-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不断追求不断探索构成了中国现代

性的五个方面) 现代性源于西方(和西方的工业化-市

场化-城市化等进程相表里)中国的现代性和中国的现

代化一样(既借鉴西方(接续西方(又是对西方的反抗

和叛逆(最富生命力的中国现代性(并非西方现代性的

简单复制(而是坚持中国主体性与独立性)

现代性的中国书写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 即以资

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以每个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 这三个阶段代表着

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陆续展开的三个不同层面( 既具有

依次推进的历时性(又具有难以分割的共时性)

中华文明密码!大一统$家国共同体$以

天下为己任

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 中华文明固然吸收

了其他文明的创造性贡献(然而(其自身丰富的内涵对

于文明本身发展的作用更不应该遭到忽视)

自秦汉以来( 大一统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根本诉求

之一(这条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使得中央集权的) 家

政权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再造而得以延续(从

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基本保证&)

家国共同体则是大一统国家的主要支柱) 传统文

明中(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在这一共同体中(社会

道德-礼制-经济-政治-文化(都是以家庭和家族的伦

理为起始(由家庭-家族而地区(再逐步向外扩展至国

家和天下) 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 也是一种经济结

构)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精

髓) 中国人对国家的负责(是一个同心圆的体系(首先

是对自己父母-子女和配偶的负责(再是对家族和乡里

的负责(进而延伸到天下)

这种将个人- 家庭和国家天下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民族精神(与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家国共同体的社会经

济结构一起(构成了文明长久存在(持续不衰的奥秘之

所在)

.林秋云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