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儒学”并不是一
个陌生词汇，但对儒学的理解却不尽相同，
有人说它是关于心性的中国哲学，也有人
说它是中国几千年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源
头，更有人将它视为中国人特有的思想价
值观念。被打上“中国烙印”的儒学，真的这
般“保守”？诞生之初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理
想和智慧？被看做缺乏普适性的它，又如何
影响乃至拯救世界？

!月 ""日晚，复旦大学举办了题为“儒
学拯救世界”的讲座，没想到竟然令邯郸校
区 !"#$教室座无虚席。主讲人复旦大学哲
学学院教授、政治哲学研究专家白彤东更
是传奇人物，本科在北京大学攻读了核物
理专业，硕士阶段就弃理从文，转投北大科
学哲学专业，博士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
哲学系。白彤东以简明精到的语言，深度解
析了儒学在当代世界背景下的含义与作
用，精彩独到、发人深省。他曾在一篇博文
中写道：“‘儒学拯救世界’，这不是预测，而
是期望；不是描述，而是给世界提供一个
‘应该’的图景。”

儒学不保守
面向所有文明人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西方文明的强
烈冲击，一切原有的价值观碰到前所未有
的怀疑与考验。五四时期，学者认为，儒学
是“封建”、“保守”的代言词，是中国通往民
主、科学的绊脚石，必先除之而后快；也有
人认为，儒学是中国人的哲学，与西方思想
迥然不同，中国该有一套建立在儒学之上
的新制度。白彤东认为，两者看似对立，实
则殊途同归，都是把儒学与西学的差异看
作根本的文化冲突。
儒学真的“保守”吗？白彤东说，其实并

非如此。儒学产生之初，它以孔孟学说为代
表，面向的是所有华夏子民———“华夏”在
那个时代指的是所有文明人，并非单指某
一民族。“就算当时这个被认为不怎么文明
的‘蛮夷之族’，孔子都有信心去感染和教
化，意味着，儒学发源时，并不是针对某一
种人的特定学说。这是一种普适观念，也是
它不保守的佐证之一。”

人们常常只因为孔子“克己复礼”，就
给儒学盖上了“保守”的定论，实际上，孔子
至少为维护周礼开创了新的基础———
“仁”。

政治被!阉割"

儒学变成!娘娘腔"

白彤东认为，政治儒学长期以来被国人
绝对否定，就因为它曾以一种唯心的方式错
误应用于“天朝上国”的狂妄管理中。“学术
偏见使人们情不自禁‘阉割’掉儒学的政治
层面，只剩下一个‘娘娘腔’的儒家。”

白彤东说，这种“阉割”把儒学归于“心
性之学”、“心灵鸡汤”，成为一种只可运用于
个人修养而绝缘于政治秩序的东西，而“心
灵鸡汤”常常展现出服膺西方、迎合当权者
和娱乐大众的一面。“事实上，儒学思想从诞
生起，就与政治密不可分。西周末年礼崩乐
坏、百家争鸣，面对一片混乱的政局，孔子不
可能不去思考：该怎样构建一套新的政治秩
序，重新凝聚国家力量？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
下，儒学的政治学说自然应运而生。儒家思想
以复兴周礼为己任，而这一切以‘仁’为本。”
“仁”是孔子为周代制度创造的全新基

础。西周时期，君王直接统领诸侯，其统治
基础是宗族血缘关系，并由此产生礼乐以
维持内部凝聚力，而到东周末年贵族没落，
封建制瓦解，君王直接统治百姓，势必要建
立新的基础。儒家以为，内部凝聚力靠仁
爱，而仁爱又该如何培养？对此，孟子提出
恻隐之心，培养恻隐之心的最好场所是家。
家既是极其私人的地方，又是“由私到公”
的出发点，由近及远、依次推广，最终达到
关心他人、和谐社会的目的。

以!仁"为本
!子曰"常遭误读

白教授说，孔子有些言论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都被误读。例如，“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常常被视作父权、君权独大的典型
代表，实际上，儒学强调的是父子、君臣间
的双向尽责，所谓“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
忠”，君若不为君，则臣可不为臣，要时刻检
点自己的行为。

历史上，民族国家因其民族成分统一，
而有强大的凝聚力，但缺点就是敌我分化
太明显，形成了对内仁政，对外残暴，就像
近代欧洲的殖民主义。儒家提出以仁、恻隐
之心以及基于文明和野蛮之分的“夷夏之
辩”来整合国家，而不是欧洲近代的民族国
家的方式。儒家所采取的“远人不服，修文

德以来之”的理想形态，也比民族国家的暴
力扩张更加人道。即使在慎战的前提下征
伐，儒家也坚持以“仁”为原则，坚持“仁权
高于主权”的原则。它比民族国家的“丛林
政治秩序”要人道。
近代中国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后，认为

只有经过“民族国家”才能走向民主科学，过
于重视民族甄别，摒弃儒家以一个广义文化
消除隔阂的观念，实际并未解决问题。

二战后，人们看到民族国家的缺陷，又
提出“人权要高于主权”，高唱世界主义，好
似墨家，提倡“兼爱”。儒家质问，“兼爱”的
基础是什么？缺少明确的立足点，因此没有
人能够真的做到，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对所
有人都冷漠。

儒家提倡泛爱，同时又认为爱有差等，
这对国家利益有温和的维护。即本国利益高
于他国利益，但是维护前者%不能无视甚至侵
害后者。这又比近似于“兼爱”的世界主义更
现实、更符合人情。因此，回归先秦儒家对国
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理想，可能是消除族群
与国家间纷争的更有理想又更现实的方式。

人分为!大小"

!小人"参与 !大人"做主

何谓“自由民主”？在白彤东看来，自
由民主之核心的“一人一票”，很可能是其
中最有问题的地方；自由民主不仅仅等同
于一人一票，还包括宪政、法治、对基本自
由与人权的保护等，这些是民主制最值得
推崇的地方。

他因此提出了一个“另类”观点：儒家
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提倡由人民来
治理国家，相反，儒家将人分为“大人”和
“小人”，认为“大人”有足够的恻隐之心，能
关心臣民，所以应由“大人”做统治者。比
如，孟子既有平等思想，认为人皆可为尧
舜，但又不提倡民主过于宽泛。

儒家们认为，人民能表达对政治的感
受，但无法判断其深层原因，所以要有“大
人”来审查民意，再作定论———因此应该有
一种“大众参与”和“精英干预”结合的混合
政体，既有“一人一票”制度，为个人利益发
言，又有“精英”层审查制度。

白彤东说，也许人民与精英相互制衡
能够解决当前民主国家的问题，这种政体
不但是后发达国家应追求的，也是治疗西
方国家内部民粹政治痼疾的良药。

儒学可以!拯救"世界
樊杨 何文琳!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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