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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宋初儒学与当前我国传统文化所处的历史境遇具有相似性"都面临外来文化的严峻挑战"并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宋

代理学在重塑文化认同0重构话语理论体系0重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等方面获得了成功"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支柱文

化$在当代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中"我国传统文化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在指导实践"或是在文化认同方面"面临着重大

的困难"而宋代理学的成功经验实有益于我国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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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明认为#宋代到清末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

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儒0释0道三大思潮尽管在

事实上仍旧延续着"但不再构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在学理方面"释道两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没有取得

新进展!唯有儒家保持着发展的活力$宋代以后"儒

者充分利用三教的思想资源"实现综合创新"创立了

儒学的新形态111宋明理学$(

,

#

-

CB宋明理学成功的

使儒家获得了新生"这其中必然存在会有给我们当

代中国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予以启示的宝贵经验$而

宋代又是理学起步发展期"本文试图探讨宋代理学

兴起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启示$

一"唐末宋初儒学面临的困境

唐末宋初的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社会长期处于

无序状态"儒家的伦理规范失去的作用"使其权威不

及往日$自汉武帝以来的'独尊儒术(变为儒释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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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并称"实是儒家日渐式微的体现$佛教和道教的

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唐朝"道教一度被立为国教"佛

教也获得了统治者的重视$佛道对世俗社会的影响

日益明显"也引起了儒家士子的忧虑和危机感"形成

了要重振儒学纲纪的历史使命感"使社会重归文武

周公之道$'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开始混同$在这

种情况下"从世俗生活中去除宗教迷狂的浸染"也就

形成了一种切近的需要"特别是对于一个以治理国

家为核心关注的士大夫而言"这种需要自然会更加

强烈$(

,

!

-

!"E韩愈在.原道/中写道#'周道衰"孔子没"

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

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

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

者污之$噫2 后之人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

之* 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

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

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

又笔之于其书$噫2 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

其孰从而求之*(韩愈那个时代"当时儒学衰败的程

度"已经到了寻找不到身份认同的根据$

二"宋代理学获得成功原因

在唐时"部分有识之士反应甚为激烈"例如韩愈

其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李

翱在.复性书/中有云#'百姓者岂其无性者邪"百姓

之性于圣人之性弗差也("作为百姓的个人"与圣人

是一样具有天地之'性("通过个人修养"以达到圣人

的道德境界$虽然"如韩愈和李翱等学者在辟佛老

的方式方法有商榷之处"但所表现出来的维护儒学

正统地位"恢复社会伦理秩序的态度却值得肯定$

正是因有这些有识之士的呐喊"才为后世儒学开启

新的自我重建阶段$

到宋初"随着社会相对稳定和经济繁荣"宋朝重

视文官的制度相对于唐朝来说也有诸多变革$学术

氛围比较宽松"文人不会因为错言被杀头"根据.宋

史/卷
#F$

.选举志/写道#'仁宗时"士之服儒术者不

可胜数$(这种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客观上促进了

'宋学群体111有自觉意识的儒学群体(的形成"是

理学兴起的文化基础$

在宋仁宗时期"兴起了各学派的理论"主要有以

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以北宋

五子为代表的道学%即程朱理学"此处是狭义上的理

学&$这些学派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主张排佛拒老"

崇尚儒学$但在学理内容上各有其一套理论$最

终"理学异军突起"并传承发扬$从历史的角度来

看"理学所受的政治非难相对其他学派更多更严重"

在北宋末期到南宋前期以及朱熹晚年时期"例如伊

川先生曾被人指控'非毁朝政(%伊川先生年谱&"朱

熹晚年因政治斗争"其学术被污为'伪学("遭到查

禁$在宋初的儒家学派中"有一个共同点#倡儒学$

那么"为什么只有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能够兴起并

发展呢* 这是值得思考的$杨立华先生在.论宋学

禁欲取向的根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结果/一文中有

作如下分析#'这些思想%笔者注#指王安石为代表的

新学&要素本身便无法构成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同

时"有没有其核心的关注点"在当时新儒学理论初见

的背景下"这样的理论架构"显然是不合时宜

的$(

,

%

-

F%而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也存在诸多矛盾$

例如"苏氏父子排佛老"但又认为佛老'无害于世("

在个人生活态度上更是沉迷于佛老$而其理论不完

备体现在'不能以一种根本性的伦理精神形塑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也就不能建立起一种从根本上区别

于佛老的儒家独有的生活方式$(

,

%

-

FG

程朱理学在辟佛老过程"重建儒学的理论架构

和话语体系"'宋明理学家讲儒学的话语"已由政治

哲学转向人生哲学$(

,

#

-

C$理学家使经学时代的儒学

的权威主义转变到注重义理的理性主义$正因为这

种理论体系的转换"理学把玄学的'体用关系(发展

为'理事关系("使之成为理学的核心话题$'理事关

系(的提法"并不否定'体用关系("'理(对应着'体("

'事(对应着'用("用一种更加贴近人们伦理生活的

话语表达$'理事关系(也有对佛教理论的借鉴"同

时"对于佛教否定此岸世界的真实性的观点予以摒

弃$通过周0程0朱等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以儒家理

论为根本"融合了释0道的合理理论"开创了自宋以

来中国哲学的高峰$简而言之"理学之成功"第一"

力辟佛老"力倡道统"力求儒家身份认同!第二"重构

理论体系"建立形而上的'理("为人们的修养生活方

式提供形而上的根据!第三"重建话语体系"建立更

愿意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有序伦理生活$

三"宋代理学的成功对于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启示

'当中国的新文化随着商品的输出和国家强大

而为人们所认同时"文化复兴才随着民族的复兴而

真正实现(

,

G

-

!G

$当前"我国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但是"当代工业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

传统文化面临着自身理论创新的困境和外来文化挑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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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主要是#第一"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农

耕经济社会转变为工业经济社会"中国传统文化还

没有真正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第二"西

方强势文化席卷神州大地"从形而上的抽象理论到

形而下的生活实践"无不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文化

环境"或缓或急"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第三"

中华文化的理论与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脱节$中华

文化倡导的礼仪道德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市

场经济为背景的社会生活现实面前"显得迂腐过时"

致使传统的文化理论无法在广大民间获得广泛认

同$如何解决这些挑战与困境"我们认为从宋代理

学兴起的历史经验中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一&适合社会发展趋势)获得大众文化认同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要生存和发展"都要适应社

会的发展"历史已经清楚的表明"无法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思想文化"将被历史淘汰$春秋战国时期的

墨家和儒家"在当世都是显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墨家逐渐被历史边缘化"而儒家也曾经历秦代的'焚

书坑儒("汉初又以黄老之学为治国之学"并没有成

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后"儒家思想文化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思想文化"表明

儒家思想是汉武帝所处的历史时代所需要的"与其

说是汉武帝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的选择$在随后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也经历挫折"处于被边缘化

的境地"但能自我革新"返本开新"使儒学经过改造

后再次适应当时是社会发展需要$例如宋初理学兴

起$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是全盘继承"而

是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获得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中的合法性存在"获得本民族人民的文化认同$

%二&重构话语理论体系)建立形而上根据

宋初儒者在力辟佛老的过程中"采取'修其本以

胜之(的方法"成功的使儒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就如涅?重生一般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力"形成了儒

学理论的新的形式111理学"在这里"儒学事实上是

重构了话语理论体系"使儒学获得了形而上的理论

支持"具备了反击佛老的理论基础"成功的使转型后

的儒学111理学击败了佛老二学"重新成为社会的

主流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的现实社会环境

中"中国传统文化要获得新生"根据现实的经济发展

状况"变革自身的理论内容"坚守传统文化的核心内

涵"吸收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理论营养"丰富自身的内

容"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经济社会的语境中获得发展

建立形而上的根据$当建立了超越现实生活的形而

上理论体系"传统文化就重建了新的话语理论体系"

这种新的理论体系不仅是能够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的

发展"而且还具备能够不断自我变革的基因以及支

撑这种变革的根据$

%三&扎根社会生活实践)使传统文化返本开新

理论的超越性要求反映了理论的普遍性适用性

特征"而仅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求该理论要能够融

入当下的社会生活"在经验世界里"该理论要能够回

答和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近代儒学的

衰落"正是因为随着西方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

携工业革命的威力横扫中华大地"让传统儒学为代

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毫无招架之力"世界上非西方的

其他文化也具有类似结局"有些非西方文化在西方

文化的冲击下直接消失在历史中$中华文化一度要

被自己的民族扫地出门"放在历史博物馆供人凭吊$

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表现出了与现代工业文明的

巨大矛盾冲突"甚至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工业化进程

的绊脚石$这种现象"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似乎不是

第一次碰到"但这次来得似乎更猛烈$反思儒学为

代表的中华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失范与失势的原因"

显得比历史上曾经遇到过的类似情况更为迫切$原

因很多"但有一点"无法回答解决中国人在面对西方

强势的军事0经济0社会生活0宗教信仰等入侵时碰

到的问题$以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时代背

景"重构中华文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华文化的理论能

够回答和解决人们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重塑中华

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而以上几点"我认为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在指

导实践方面"或是在文化认同方面"还有许多路要

走"但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中华文化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中华文化的

理论体系重构获得了实质的进展!中华文化理论有

效的解决生活伦理生活中出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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