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教育㆗的㆞位與作用 
 
 

邵龍寶 
上海同濟大學 

 
 

儒家倫理作為傳統文化的表徵、傳統道德的主體，既有阻礙現代化的不相容性， 又有為現代化提供動力支援的

根源性資源優勢，這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但是具體而言，儒家倫理究竟怎樣阻礙又如何推動現代化發展；

儒家倫理的哪些成份在起阻礙作用，哪些成份提供了和將要提供哪些具體支援，尤其是在可操作的實踐層面―

在現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還很難有一個差強人意的自圓其說，更難有一個實踐上成效顯著的嘗試

和應答。其間的原因非常複雜。在我看來，大致有以下四個原因：其一，中國文化歷史太悠久、太複雜，不易

辨識與看透。其二，儒家文化的墜落是在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得救亡圖存的急務沖淡或耽擱了對中西文化

的比較討論和辨證分析。其三，五四的文化精英在當時的世界潮流面前，因深黯並痛感自己文化傳統的缺失，

對自己的文化和國民性的弱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導致矯枉過正。其四，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史上

一場空前的浩劫，政治上的“左傾”殘酷地姦污著中國的文明。從世界文化發展的總的歷史來看，儒家是唯一

受到自己民族的文化精英徹底批判的文化傳統。徹底批判、拋棄傳統帶來的後遺症後患無窮，其中一個嚴重的

後果是無論學者、宣傳教育工作者，對儒家文化只有“學術資源”互相交流的“文化自覺”，少有或根本不敢

想將“學術資源”轉化為“知識資源”進入教育層面的“文化自覺”，以為這是“大逆不道”這裏我還指出一

個易被忽視的學理上的原因，即對“儒家倫理”這一概念的誤讀，這種誤讀在許多文章中都可看到，即把作為

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與作為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混為一談。 

 

對儒家倫理的內涵之辨析 

儒家倫理最易造成人們理解上的迷惑和岐義叢生之處，是既可把它看成是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又可把它看成

是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所謂元典儒學、漢代儒學、宋明理學、明清樸學就其各自而言屬前者，屬古人的生存

樣態，可界說為一種已經存在的既定文化，它們以文獻典籍、典章制度、器物廟宇等設施的形式流傳下來，它

是自然經濟宗法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的產物；它是我們想要認識的一種客體，是一種我們無法改變

的歷史的存在；它是中國歷史文明的積澱，是精華與糟粕在古人生存世界的有機統一。作為傳統文化的儒家倫

理可以理解為形而下的器，如《周易》、《中庸》等典籍已成了文化遺產。它的功能主要是具有歷史意義，可以

在詮釋的基礎上對它加以批判性地繼承和應用，認識它的主要目的，在於以它作為一種載體或文化符號來傳達

意義，古為今用。 

儒家倫理的文化傳統，是指當代社會中那些從歷史上流傳下來，體現民族性格、民族價值觀的道德精神，

是歷史變遷的連續留存。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到宋明時期演化為儒釋道三家融合，它們又都生成於中國封建專制

主義的社會之中，所以呈現出十分複雜的情狀，既有好的又有不好的甚至壞的連續留存，它是動態的、鮮活的、

是過去發生的、現在仍保持著的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儒家的文化傳統不像儒家的傳統文化安靜地呆在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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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和文物典章中，等待現代的學者去發掘它、重釋它、接通它、應用它，它不與現代對立，不必人為地努力

去貫通古今。儒家的文化傳統就是現實，傳統就是我們，它是眼下中國公民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道德價值、

生命樣態、生存智慧和精神方向的文化基因，它甚至可以代表中國現代化特有的一種文化的傾向性，即區別於

其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現代化的文化特質。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談到先進文化的內涵時指出：它

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種先進文化應“促進全民

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援。”建設先

進文化和現代公民的道德教育體系務必立足“三個面向”，立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這幾方面的內涵，不能只

注重一二個方面，忽視其他的方面，不能只注重批判詮釋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還要搞清作為文化傳統的儒家

倫理，即要在活的歷史當中，在現實之中去理解，去把握傳統文化給當下中國人帶來的好的影響和不好的影響，

使人們不僅懂得文化典籍中什麼是糟粕，什麼是精華，而且使人懂得什麼是文化傳統留給我們身上的優良的和

腐敗的因素。這就是把自己民族的倫理文化傳統當作當下人們所進行的一系列持續不斷的活動和實踐的過程，

把它看作正在趨向未來的一種動向，一種自覺地建設先進文化和構建公民道德價值體系的一個動態的過程。任

何一位中國人，你可以說你不懂儒學，沒讀過“四書五經”，不瞭解孔子、老子及其學說，但你的行為、舉止、

思維方式、生活樣態裏則或多或少滲透著儒家文化的基因。傳統社會有一大批目不識丁的山村夫老、沒有文字

能力的“母親”，成為中國民族傳統的文化價值和倫理道德代代相傳的傳達者。孔子三歲喪父，可以說沒有得

到父親的慈愛，孟子也差不多，宋明儒學的思想家無一例外都受到母親的身教之影響。 

作為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與作為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既有區別又相互聯繫，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後

者是前者的流變與動態中的發展；前者是靜態中的歷史遺存，後者是動態中的文化在人的心理結構中的積澱，

表現為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樣態。這樣就得出了第一個結論：詮釋儒家倫理首先要弄清其內涵，又要把二者

結合起來加以研究。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既從文獻典籍層面又從現實的人的社會的實際出發，從傳統與現代，

中國與世界這縱橫兩個座標中來考察儒家倫理在當代中國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 

 
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教育㆗的㆞位 

由上述論述可順理成章地推論出以下結論：無論儒家倫理有多少特質與現代公民社會怎樣對立，也不管它有多

少特質的精華可以作為現代公民社會道德建設的文化資源；不管你承不承認它，中國公民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下

的道德建設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因為它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特有的，現在仍在發揮影響作用的文化傳統。儒家

倫理之于現代公民道德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人格塑造等的地位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體性、前提

性、不可回避性和勿庸置疑性的重要地位，不容任何人過份地推崇它、褒揚它、寵愛它或嫌棄它、厭惡它、否

定它！它總是不斷地在動態的變異中從過去、現在到無盡的未來流淌在中國人血脈中的文化基因。這是指作為

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的地位。 

作為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地位是可以成為豐厚的“知識資源”，成為構建現代化公民

不可或缺的人文知識資源。而作為“知識資源”和“人文資源”作用發揮的大小，又取決於我們用什麼樣的方

法來詮釋、開掘、創造性應用這一傳統文化資源寶庫。詮釋儒家倫理的方法論不能採用簡單的一分為二法，認

為批判就是棄去糟粕，而繼承就是吸取精華，其實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發揮它對歷史發展的客觀作用，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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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與糟粕部分單獨各自起作用的，簡單的兩分法忽略了結構的整體性和作用的雙向性。儒家倫理中的精華與

糟粕是複雜地揉和在一起的。例如整體主義是儒家的一個價值取向，它引導中國人重視家庭、重視民族國家利

益，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形成了中華一體的凝聚力，自古以來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正直的中國人發奮向上，不

屈服惡勢力，堅持與外來的壓迫作鬥爭，它使海內外華人團結一心，實現了形神一體，在這次申奧活動中淋漓

盡致地得到了體現。但整體主義在封建時代是“民本”與“尊君”一體兩翼的整體，它是泯滅個體主體性、創

造力的罪魁禍手。它使個人難以在調節公開的行為時承擔重要的角色。它還容易導致權威主義，在廈門特大走

私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受賄者因獲知比自己官大的人已經“涉嫌”就以為自己可以高枕無憂，結果釀成 600 多

名黨政幹部牽涉進去的整體犯罪的觸目驚心的特大走私案。又如仁愛思想是有“差等的愛”，首先把愛施予有

血緣關係的人，由愛父母、孩子、愛人、把愛心慢慢擴展開來，由愛親人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再擴大到社

會、國家是個同心圓，這一思想使孔子榮獲世界上公認的十大思想家之首的美譽。在中國歷史上，這一思想哺

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殺身成仁，為國捐軀。以親子之愛為核心的儒家傳統可以在中國的社會轉型中起到一

定的“解毒”作用，即可以相對減少許多社會問題，諸如養老問題、孤兒問題、過分的貧富不均等等。這些是

積極因素。它的弊端是可操作性不強，這個同心圓難以切實擴展開來，往往到了家庭就停止了，並不能在操作

層面上不受經濟條件和其他條件的制約。在封建時代造就了不少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封建偽君子。

其次，親親為仁，只講人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不要公理、法律，生怕對不起與自己關係親近的人，情感

浸蝕法律，導致我國社會長期以來權大於法，及腐敗難以徹底根除，這又是糟粕。 

批判詮釋儒家倫理的方法論原則又是科學的唯物辯證法。不僅取決於對作為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能不能超

越簡單的“兩分法”，而且取決於我們有沒有對待作為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的科學、正確的態度。這就要涉及

到應怎樣看待我們自己，怎樣看待自己的文化傳統，有沒有“文化自覺”意識。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沒有自知

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性，作為中國人在全球化背景下意味著什麼？搞清以儒家文化

為主幹的中華文化對當下中國人的影響與外國文化的異同及其關係。質言之，要搞清儒家倫理的文化傳統中究

竟什麼是至今仍在阻礙著我們民族的優良性格，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因素，什麼是與現代化可以相通，並可為

全球化作出自己應有貢獻的文化精華？ 

不搞清以上幾個問題就說不清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 

 
儒家倫理在㆗國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 

公民道德是公民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現代化是包括器物的現代化、制度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良性互

動的動態過程，其中現代化的社會整合的核心是公眾參與和社會生活的開放化、合理化。市場經濟的發展內在

地要求公民社會的產生，而公民社會的建設歸根到底是通過人― 現代公民來實現，這就決定了中國在現代化、

市場化過程中，公民道德建設顯得極為重要。 

公民道德是作為政治社會的成員在公共生活中相互對待的道德，它是人們對陌生人的恰當的態度和行為方式，

它不是直接地由日常倫理引申，但必須以個人的人格修養作為前提。公民道德只有在人們可以作為政治社會的

成員以平等的政治地位相互交往的社會才能形成。 

傳統的中國社會是臣民道德，因而儒家倫理對現代公民道德的建立有著深層次的對立。但臣民與公民又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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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文與科學的區別在於：其一，科學技術的成果一旦為少數人創造發明出來，所有的人有共用的可能，

而人文的智慧與經驗之積累，即使上升為理論的作品，要真正變成自己的體悟，變成自己生命的智慧，對生命

的意義、生存的價值、理想人格的思考，必須靠每個活著的人自己去體驗，去嘗試、去創造。其二，科學技術

的發明創造日新月異，兩千年前的科技成果只能存放在博物館裏，根本無法與現代發明相媲美，而社會人文科

學的成果，無論年代多麼久遠，軸心時代的孔子、老子、佛陀、蘇格拉底的思想與經典卻並不因時而失去價值，

伴隨時光的流失甚至會發出更加耀眼的光芒。這大概是圍繞人的生命意義，苦樂，榮辱，生死等人文課題，古

人與今人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古人的相對緩慢的生活節奏似乎更便於深入思考人生的真諦，而現代人在

為物質上的攀比競爭中很容易喪失了生活的意義。科學並不能全面地提升人生，所以現代人更加需要充滿人文

內涵的儒家人生哲學來警醒、省察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人主張，現代化不應以拋棄傳統為代價，建新樓不一

定要拆老屋，譜新曲未必不能彈舊曲。何況儒家的文化傳統並非古人的遺存，而是滲透在今人血脈中的基因。

對儒家的傳統文化的批判應以對儒家的文化傳統對當下中國人的影響作為前提，對活的文化傳統的理性把握，

才能對傳統文化的文獻經典進行有效地批判性詮釋，使之成為“知識資源”，成為凝聚全世界華人的精神財富，

成為維護國家統一的牢固堡壘，在文化全球化的衝擊下，它不僅僅有一種抵抗優勢文化擠壓的心理功能，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中國公民的生活原則提供正當性依據。 

因而，考究儒家倫理在當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和價值，不能停留在靜態地對文獻典獻的現代詮解上，

而應從靜態到動態，把儒家倫理的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結合起來加以分析，不僅要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

的互動中將社會看作是一有機體，還要從全球化、現代性、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的視角加以審視。 

 

在全球化語境㆘對㆗國公民的警示作用 

經濟全球化不可能淹沒民族文化，而是對民族文化的繼承、創新和走向世界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球化語境下

復興中華文化並為全球化作出應有的貢獻，首先要克服、消除儒家文化傳統給當下中國公民帶來的負面影響。

不然你就不能以現代人的嶄新姿態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你會使自身形象醜陋、行為乖戾，不附合國際遊戲規

則，缺乏作為文明國度的中國人應有的風采。這些文化糟粕積澱為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是什麼呢？是封建家長

制，等級觀念、人身依附、奴僕性格、權大於法、保守心理、官本位、個性不能張揚、獨立人格挺立不起來，

拖著一條長長的無形的封建主義的長辮子。這些負面的東西是現代中國公民身上的隱患乃至毒瘤。去除這些東

西既要靠制度創新又要靠全民族的反思、教育引導（應該看到經濟全球化有利於消解這些弊端）這要在經濟、

政治、文化建設的互動中逐步克服。單純的制度創新敵不過“權力真理論”，敵不過公務員們所信奉的按“按

長官意志辦沒錯”的集體無意識。誰的心中都明白“第一書紀第一規律”，權大於法，論資排輩在各類單位和

部門中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近親繁殖在無形中侵蝕著我們社會的肌體。至於儒學中的精華，深邃的人文

精神、“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人格節操，“剛健、弘毅、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與責任感”，“天下

為公、愛國為民、義以為上的價值取向”，“寬以待人、厚德載物、注重人際和諧的恕道精神”，“豐富的政

治思想、治世經驗、從道不從君的為官之道”，“立品為人、修已篤行、知行統一的道德自覺與修養理論”等，

這些都需要在每一個中國公民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身體力行，發揚光大，需要在全球化的參與中與一切優秀的文

化傳統交融，對話，讓世界瞭解我們，理解我們。我們不但要輸入文化而且要輸出文化。中國現在外貿上有順

差，在文化交流上則是“逆差”，中國人瞭解西方超過西方人瞭解中國。這說明我們的文化有海納百川，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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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大的胸懷。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時我們應當有足夠的自信。北京申奧成功和中國加入 WTO 意味

著以儒家倫理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生命力。現在的問題是要設法使儒學精華成為知識資源，進入

到教育層面，讓青少年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使他們能自覺地在網路上輸出文化，與西方文化對話、交流，

在融合中復興中華文化。 

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必須糾正以往的失誤：對自己的文化傳統該批判的未能徹底批判，該繼承和弘

揚的未能真正繼承和弘揚。與之相應還要扭轉中國人缺乏歷史意識的毛病。中華民族有 5000 年淵源流長的歷

史，而中國的歷史“記憶”卻如此薄弱，近 100 年來中華民族發生了一種“集體健忘症”，尤其是年輕人有些

人甚至認為歷史悠久是落後的原因，美國歷史暫短所以發達，他們認為歷史只是很久以前的一段已模糊不清的

煙雲，許多偉大的歷史事件過於遙遠，對於今天沒有指導意義。由於複雜的歷史的原因，中國人相當程度上失

去了對自己古代偉大思想家、教育家的崇敬心，不再有人有興趣在大中小城市建造象徵中國文化，中國民族性

格與民族精神的孔子塑像。至於中國人的經典，許多人不知是什麼，或者無知的斥之為封建主義的故紙堆，甚

至斥之為“發思古之幽情”認為與現代化節奏格格不入。杜維明說，中國人一方面是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另

一方面只有短暫的“歷史記憶”。如北京大學有 100 年的歷史，但要把文革時期的資料找出來就非常困難。北

大湯一介先生到哈佛訪問，想瞭解他的父親湯用彤在哈佛念書的情況，找到了湯先生和 1915 年到 1920 年在哈

佛念書的成績單，也找到了給他講課的老師名字，同時還找到了他是從美國中部一個小學校轉學而來的證明以

及介紹人，來美的交通工具。美國人十分珍視自己僅有的三百多年的歷史，採取各處措施用自己短暫的歷史對

青少年進行歷史意識教育。所以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人應有歷史意識，不知道歷史就不知道現在，更不知道

未來的走向，不知道作為中國人意味著什麼？不知道中國文化的深厚意蘊及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這是儒家倫

理的第一個作用，它可以警示每一個中國人反思自己作為中國人意味著什麼？ 

 

儒家倫理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公民㈳會建設㆗的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建設需要倫理基礎和倫理秩序的支撐與支援，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換主體是獨

立、自由的主體之間普遍協作，其運作方式是一種自行組織秩序，它把社會分工與合作從家族範圍和單位範圍

拓展到家族以外的公司之間甚至世界性的更大範圍和更多的層次。 

市場經濟的發展內在地要求其社會成員擺脫人身依附，確立起具有獨立性的個人。伴隨市場經濟的發育成

熟，具有獨立性個體的人越來越突破血緣和地緣的限制，從注重情感到注重契約化。個人從人身依附中走出，

又很容易走入“人為物役”的陷阱。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由獨立的個人組成的建立在一定利益關係基礎上的

公民社會得以確立和形成。 

市場經濟的發展內在地要求並催生著民主政治的建立，這種政體形式的建立要以個體比較充分地發展為前

提，並且要以公民權利至上的基本理念來支援。 

民主政治不僅能容納，協調公民個體的獨立自由的發展，而且能消解個體間引發的各種衝突，推動市場經

濟與公民社會在自由而有序，充滿活力的互動中健康而穩定地發展。這將帶來政府與公民關係的變化，使得社

會主義的現代公民徹底告別官本位社會和政治身份等級社會，逐步走向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法治社會。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內在地要求社會倫理關係的純化，同時必然帶來社會倫理觀念和倫理秩序的深刻變

化。其根本點“就是由血緣倫理、地緣倫理、親戚朋友倫理及單位倫理（即准宗法倫理）向適合於整個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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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面向所有公民的普遍倫理轉變”。1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作用的發揮關鍵還在於制度的創設。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方面文化傳統並不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另一方面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對經濟發展

的制約或促進作用取決於一定的制度條件。文化是一種“軟體”，只有在一定制度的“硬體”中才能發揮其應

有的作用。制度是文化作用于經濟的根本環節和條件。比如“儒家以人為本的思想，在專制制度下是不可能實

現的，只有在民主制度條件下才能變為現實”，“儒家群體本位主義，在封建制度下，往往成為壓抑個體能動

性、扼殺個性的思想工具，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卻可以成為團結合作精神的導向。” 2 甚至可以轉化為特殊

的社會資本。普遍的社會倫理信任可以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或“額外交易成本”。建立一套公正的遊戲規

則與民眾的道德信念和自覺遵守規範是一體兩面，市場經濟的前提設定不只是經濟的，還必須是道德的。“必

要的公共倫理信念和道德規範，就是市場經濟普遍可能和持久進行的前提條件之一。誠實守信之于交易行為，

勤勞節儉之於資本積累，團隊精神之於企業的組織和發展社會道義和人道精神之於經濟管理等等，可以說明這

一點。” 3 

儒家倫理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反效應不可低估。儒家倫理的民本思想，元典儒家中的獨立人格不能說與社

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沒有相通相融性，但它們本身並不必然從內在要求民主的發展。因此“希望儒家道德思想

必當發展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很難不是一廂情願的願望”4 

官德是公民道德中最具影響的德性修養，行政倫理是道德發展的高級階段，在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行政

倫理處於最高層次。行政倫理的價值基礎是廉政，價值核心是勤政。在傳統文化中不乏廉政與勤政的資源與典

範。但自前儒學社會就形成的十分濃厚的社會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的制約下，廉政和勤政的制度保證是皇權的

人治。這一遺毒現在又成了孕育腐敗的溫床。 

總之，儒家倫理的道德資源只有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建立的互動中反思和批判儒家文化傳統

的糟粕，尤其是對為官者的消極影響，才能發揮出其豐厚的優良道德傳統的積極效應。 

 

在“知識㈳會＂對㆟的全面㉂由發展㆗的作用 

知識社會對人文道德素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與工業革命不同，這次資訊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領域

的革命，與人們的猜想相反，資訊技術的迅猛發展，人的因素反而上升了。知識經濟的特點，是服務性經濟的

在大規模發展，是從單線生產走向個別化總體服務，從而改變了社會的工作形態：從嚴格分工走向群體合作，

從繁瑣的科層變為扁而鬆的工作組，知識重心下移，在工作中需要按需的、及時的、集體的建構性學習。新的

組織形態，把人從工業社會嚴格的機構和規章中解放出來，要求員工要能溝通、共事、質疑、應變、創新，而

人際的交往達到了新的密度和強度，也因此對人的道德價值、情感、良心、精神、責任心、自覺性提出了新的

要求。另外，知識社會容易使人盲目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視目的理性。比如父母和老師（家長、學校、社會）

通過某種不約而同的“共謀”，把一個以“應試教育”為核心的理想世界灌輸給青少年。家長成了孩子的上帝，

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孩子，使他們無法以自己的個性，興趣和才能出發營造適合於自己的理想世界。5虛擬世界

使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得到了釋放，但種種失範現象極容易誤導他們的思想。6 在西方娛樂文化的衝擊下，

青少年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越來越淡薄。只認金錢和名利，不講精神和價值，使一些年輕人失去了同情心，內疚

心和羞恥心。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生不服從紀律，而且放任、反叛、無心向學，由於社會流行講人權、講自由，

所以學生認為自己有自由，沒有人可以說自己、管自己，甚至沒有人可以說自己不是。認為學生與老師，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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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母都是平等的，因為大家都是人，學生無必要尊重老師，子女無必要尊重父母。學校只管灌輸知識與技能，

訓練應試的本領，以便提升學校的社會地位，學校變成生產產品的流水線，只見物不見人。現在青年人價值危

機、信仰危機、無視權威、已成為世界性問題。 

綜上所述，知識社會需要人文精神，價值理想、而正在走進知識社會的人們又容易只見物質、功利，而丟

失精神家園。儒家倫理雖然缺乏與現代性聯繫最緊密的科學與民主兩種質素，但如果僅用民主科學這兩樣東西

來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資源，（主要是儒學）進行一種判斷，那是愚蠢的。在儒家倫理中有著關於倫理學、美學、

宗教哲學、人的充分自我發展、理性地面對失敗、對待義利、對待幸福、對待生育、生命智慧、精神價值、人

格修養等豐厚的資源，它們可以培養中國人的文化能力、倫理的智商、體察自己和他人、以及如何在逆境中抗

爭，使人能更深刻的洞見人世的人文知識、精神價值和人格素養。這些東西不僅不會反對民主，科學，反而使

民主與科學的發展有了後盾，更符合中國人走向現代化的特色，這裏的標準是你不能一上來就拿西方的標準為

標準。 

事實上，平心而論，儒家文化傳統經過 100 年來的西方文化的衝擊，尤其是經過近 20 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參

與全球化的洗禮，它已經融入了許多西方的先進思想和理念，科學與民主這兩樣東西（尤其是前者）開始真正

深入人心。世界上恐怕不會有比中國到發達國家去留學深造的人數更多的國家，不會有人數比例那麼眾多的人

對英文掌握得這樣好，也很少有像中國這樣在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科技後，自己的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發生了如

此大的變化。只要我們在吸取他人之長時，不要丟失自己的寶貝，只要我們能正視自己文化傳統中致命的弱點

加以克服，只要我們在注重四個現代化的同時也注重政治民主化和人的現代化，而且使三者循序漸進，互相促

進，互相影響，那麼，中國文化的復興和現代化的輝煌成功必然相互推動，儒家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肯定

會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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