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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由孔子

开创
，

历代后继学者不断

解释
、

补充
、

发扬而形成

的儒家学说
，

开始时是诸

子百家中的一家
。

后来经

过汉武帝实行
“

罢黔百

家
、

独尊儒术
”

的文化政

策之后
，

儒学实际上上升

到国家哲学的地位
，

成为

统和外来文化的问题

上
，

当时也有过缺乏科

学分析
，

绝对否定或绝

对肯定的形式主义缺

点
。

����
一

����
“

文革
”

十年的所谓
“

反四旧
” 、

“

批孔
” ，

则是极左思潮

全盘否定和摧毁中国传

统文化的严重错误
。

改革开放 ��多年

来中国在继承传统文

一蒸扩赫溉瓣鉴︸翠即聪烈脚热数︸怒一豁犷与豁狐蓦薰︸一淤挺礁黔

国家实行各种制度
、

政府制定各种政策的理论根据
，

成为

人民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必需遵循的指导原则
。

之后
，

尽管

历代皇朝更替
，

儒家学说在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和统治地

位一直延续着
，

直到��� �年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

中国封建皇朝和 ��� �年五 四新文化运动为止
。

在长达

�，���多年的时间里
，

儒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

位的意识形态
，

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
。

近代以来
，

如何对待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
，

中国

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
�

一种是全盘肯定不容批判的

保守主义
，

另一种则是数典忘祖
、

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

义和主张所谓
“

全盘西化
” 。

����年发生的五 四新文化运

动对儒家纲常伦理发动了猛烈的冲击和批判
，

对中国民

主科学的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

对社会各方面的进步都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
。

但在对待传

化 特别是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和美德方面
，

取得了巨大的

成绩
。

我个人认为
，

对待儒学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
，

应该遵

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

这就是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方法
，

首

先坚持客观性原则
，

做出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

取其精华
、

弃其糟粕
�

同时立足新的时代特点
、

结合新的实践做到古

为今用
，

推陈出新
。

儒学既有精华
，

又有糟粕
。

一方面
，

它汇集了很多总结我国人民几千年社会实践经验而陆续

形成的
，

对 自然
、

社会以及人生带有普遍真理性的认识
，

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风格
�

另一方面
，

也存

在着很多具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已经过时的东西
，

以

及必须予以批判和扬弃的已经没落
、

腐朽的封建性的东

西
。

从中国文化研究和宣传的现状看
，

有两种倾向值得

����� ������

DOI ：10．16696／j ．cnki ．11－4090／d．2002．06．003



注意
�一种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全面了解

，

不懂得古代

中国和现代中国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

把面 向世界
、

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文化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

精华对立起来
，

重视前者忽视后者
，

甚至贬低
、

完全否定

传统文化的价值
，

因而导致少数人出现一种新的崇洋媚

外
、

丧失民族自尊心和 自豪感的错误
。

另一种则是对传统

文化
，

不是根据对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事实
，

通过科学分

析
，

如实地给予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评价
，

而是出于主观

偏见或某种实用主义的需要
，

对人对事都只讲好的一面
，

有意回避其有问题的不好的一面
，

断章取义加以美化
，

无

原则地给予吹捧
，

甚至颂古非今
，

结果是歪 曲了历史的本

来面 目
，

不能给人提供真实可靠的知识
。

显然
，

这两种倾

向都不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

只能误导人们特别

是青年
，

对精神文明建设起消极的
、

有害的作用
，

都是应

该防止的
。

�二二�

劳力者
、

女人等等�的特权的合理性
。

孟子就说
� “

有大

人之事
，

有小人之事
。 ……故日

�

或劳心
，

或劳力
。

劳心

者治人
，

劳力者治于人
�

治于人者食人
，

治人者食于人
，

天下之通义也
。 ”

�《滕文公上���

怎样才能实现
“

仁
” ，

做到爱人呢� 孔子认为最根本

的是
“

克己复礼
” ，

而且要求人们必须做到
“

非礼勿视
、

非

礼勿听
、

非礼勿言
、

非礼勿动
。 ”

这就是说
，

必须克制个

人的欲望
，

战胜自己的私心
，

恢复礼的权威
，

一切思想和

行动都 自觉符合而不违背礼的规定
，

以此作为准则
。

一个

人只有这样做
，

才算实践了仁
。

所有人都这样做了
，

才能

实现仁的目标和理想
。

那末究竟什么是
“

礼
”

呢� 孔子本

意是指周礼
。

《左传》 引孔子的话说
� “

礼
，

经周家
，

定社

程
，

序民人
，

利后嗣者也
。 ” 。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
，

正是
“

礼崩乐坏
”

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

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

渡的时期
。

孔子说
“

吾从周
” ， “

复礼
”

就是要恢复实行建

立在家长制和等级专制主义基础上的周朝的政治体制
、

社会组织
、

典章制度
、

道德规范等社会的上层建筑
。

这说

如何看待儒学与人权的关系� 我个人

认为
，

儒家的封建传统
，

如纲常名教等等
，

与现代人权是格格不入的
。

批判儒家的封

建等级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等旧的意识形

态
，

正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和改革胜利的

文化前提
。

时至今 日
，

在中国
，

特别是经

济
、

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
，

彻底破除包括

儒家在内的封建观念的严重影响
，

仍是实

行和改善人权状况的重要思想条件
。

儒学的核心思想是关于
“

仁
”

的理论
。

对什么是
“

仁
” ，

如何实现
“

仁
”
� 孔子本

人有很多阐述
。

我认为
“

仁
”

是以孔子为

主要代表的儒家表达其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的最重要的

哲学范畴
，

它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

观
。

孔子说
� “

仁者
，

人也
。 ”

孔子
、

孟子都强调
“

仁
”

就

是
“

爱人
” 。

这就是说
， “

仁
”

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
，

可以

理解为普遍地爱一切人 �所谓
“

泛爱众
”

�
，

以此作为人生

的出发点
、

理想或目的
。

但在实践上
，

儒家是反对墨家的
“

兼爱
” ，

主张
“

爱有差等
”

的
。

儒家所主张的
“

爱有差等
”

至少客观上导致肯定一部分人 �即所谓大人
、

君子
、

劳心

者
、

男人等�享有剥削
、

压迫另一部分人 �即所谓小人
、

明孔子当时在政治上是偏于保守的
。

冯友兰先生认为孔

子也承认周礼要有所
“

损益
”

�改革�
，

是提倡
“

温故而知

新
”

的
。

张岱年先生则认为孔子是
“

述古而非复古
” 。

但
“

述而不作
，

信而好古
” ，

可以说是有尊重传统而轻视创新

的倾向
。

这都可以继续研讨
。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

的
，

这就是仁和礼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

孔子要求人

们
“

克己复礼
” ，

讲的就是人们应该如何做人
，

如何认识

和处理个人与他人
、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这个社会生活的

根本问题
。

而当时主张
“

克己复礼
”

的实质是要个人克制

自己的利益和需要
，

去维护和服从 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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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度和伦理道德
，

实际上是压抑个性
、

维护人与人之间

不平等的等级特权
。

这很难说是与现代的人权概念相容

的
。

而
“

克已复礼为仁
”

正是绝大多数儒学思想家所遵循

的一条根本原则
。

当然孔子之后
，

特别是进入秦汉
，

随着

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

后继者们对
“

礼
”

的涵义的

解释也从周礼变为封建社会的礼
，

即封建的政治体制
、

伦

理道德等上层建筑
，

即所谓纲常名教等处理人们社会关

系的规定
。

但实质内容仍然是体现统治阶级即封建皇帝
、

贵族
、

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
，

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剥削

统治阶级的等级特权
。

所以就儒家关于
“

仁
”

的学说的主

要的本质的方面来说
，

与现代人权是正相反对的
。

为了说明儒学传统与中国人权的关系
，

还应该回顾

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
。

����年鸦片战争后
，

中国开始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
。

当时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
，

己不能维

持旧的封建统治
，

也不能为新的社会变革提供思想指导

和精神武器
。

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
，

从 �� 纪��年代起
，

一批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
、

自由和人权
。

�� 世纪末发生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
，

特别

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
，

都明显

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和人权思想
。

辛亥革命之所

以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
，

根本

原因是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势力的弱小
，

广大人民群

众没有真正觉悟和组织起来
。

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思想领域�，���多年封建意识形态统治的根深蒂固
，

渗透

到几乎所有人的思想方式
、

价值观念
、

生活方式
、

以至风

俗习惯等等
，

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

阻碍着人们的行

动
。

因此要救中国
，

首先必须进行一场思想革命
， “

唤起

民众
” 。
����年发生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

旗帜
， “

反对旧道德
、

提倡新道德
，

反对旧文学
、

提倡新

文学
” ，

实际上是用现代自然科学和民主
、

人权为核心的

新文化
，

集中冲击和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旧文化
，

极

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

创造了言论
、

出版
、

集会
、

结社

自由的环境
，

为世界各种新思想
、

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

因而成为进行彻底反帝反封

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和先导
。

五 四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
，

都是反封建的

思想解放运动
，

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是反对宗教神

学
，

而五 四运动则主要是反对儒学为主的封建等级传统

和伦理道德观念
�

前者从 ��世纪算起到��世纪前后长达

���年
，

即便是作为 ��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准备

的启蒙运动
，

也几乎长达一个世纪
，

而中国从戊戌变法到

五 四运动前后不过��年
。

可是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多

年
。

这一方面说明
，

当时中国社会变革之急迫
、

激烈和进

步之迅速
。

但另一方面
，

后来的历史进程也说明
，

旧的社

会意识的消灭还不够彻底
。

即便是在封建制度己经消灭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
，

由于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

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

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仍然严重存在

并继续发生着消极影响
，

彻底消除其思想影响
，

仍然是文

化建设和人权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

对此决不能

低估
。

�三三 �

儒学本身是一个矛盾复合体
，

全面分析儒家学说
，

可

以看到
，

并不是所有思想都是与现代人权对立的
。

其中确

有一部分思想
、

格言从一个侧面凝结了几千年中国人民

社会实践的宝贵经验
，

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民性和民族

性的
。

涉及人们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内容
，

也包含有现代

人权思想的萌芽或因素
。

如历代儒学著作中强调天地之

间人为贵
、

主张爱人
，

维护人的人格尊严
�

在处理人际关

系中要求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推己及人
、

平等待人
�

政

治应以民为本
�

把天人合一 的思想贯彻到人们的社会关

系中
，

追求
“

天下为公
” ，

人人平等
、

彼此和谐共处的
“

大

同世界
”

的理想
。

等等
。

又如 在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
、

群体
、

民族
、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
，

儒家的观点实际上是

一种建立在封建家长制和等级专制基础上的群体主义

�也有人称为整体主义
、

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
，

其中也有

很多忧国忧民
、

主张国家民族利益优先
、

强调个人对社会

的责任和义务等等
。

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
、

利己主义的非

常深刻和合理的见解
。

即使是忠
、

孝
、

节
、

义等道德规范
，

在过滤掉封建的伦理杂质之后
，

也都有正确的成分
。

这些

都是我们应该予以认真发掘的
。

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

产
，

并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新的意义
，

使之

发扬光大
，

正是我们建设包括人权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

�

�责任编辑
�

陈振功�

����� �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