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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 

编后记 

《原道》第十一辑与大家见面了。 

去年底，《原道》创刊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围绕着“共同的传统”这一主题，与会

学者就儒学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热烈讨论，是为“‘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

域中的儒学”。其实，所谓“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云云，不过是一种方便代

指，思想光谱上尽有不同倾向和侧重，但关注的问题是共同的，都指向对传统的重新理解和

传统如何参与现实并有益于未来。我们看重的是对问题的把握，以及这把握中所体现的现实

感、创造性和思想力度。当然，共同的问题在不同视域中，也会呈现出饶有意味的区别来，

在这里，重要的对话，是紧扣现实的思想碰撞和交锋。 

五四到今天已将近百年，建国至今亦逾半个世纪，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在风雨飘摇中艰难求

存，几至消亡绝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市场大潮以及全球化等在进一步侵蚀着儒学根基

的同时，又为儒学的劫后新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生命的尊严、文化的认同，使文化传统的

接续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民族精神根在何处？如何获得民族意志的文化

表达？立足于重塑民族文化认同、建构新型宪政国家、探求个体安身立命之道，我们需要对

百多年来的民族精神史有一客观、公允的评价，对数千年民族文化传统有一深入、同情的理

解，对当下的民族处境和内外问题有一切实、敏锐的把握。在这一大方向下，所谓左、中、

右都只有相对的意义，民族生命、意志及其当代形态的表达实现才是根本，民族伟大复兴是

压倒一切的大事。 

通向民族复兴的道路，从不同思想倾向出发，会有不同的构想设计，发生碰撞是非常自然的

事，其中关于读经问题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往大处说，儿童读经能否净化社会环境，培育

道德新人，往小处说，灌输性读经对儿童有益还是有害，这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对传统抱

以厌恶还是怀有敬意，作为个人的趣味倾向都无可厚非，我们希望通过讨论，在古典与现代

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和谐，以最大可能地促成人类生活的完整性。 

对于中华民族一以贯之之道，原之者代不乏人。李泽厚二十五年的思想努力原出了“巫史之

道”，本辑收录了他对巫史传统的最新阐发，深化了他一直坚持的观点：由巫到礼的理性化

道路，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质。“原道”之“原”，既有追根究源之义，也

可活解为寻找、探求。追究历史上的“道”不是陈明兴趣所在，他关心的是民族的当代生命

要怎样才能找到和创造自己康健畅达、元气充沛的文化形态，怎样才能既承继传统的活精

神，又在理论上打开新的空间、提供新的维度，以提出合乎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表达式。

“即用见体”的新命题之提出和阐述，可以视为他一贯思路的最新表现。上一辑中他已从历

史角度作了一个纵向的描述，在本辑更进一步从哲学层面加以阐发。我们建议读者将其与王

晨的文章合看，王文侧重于这一命题背后隐含的清场意识和视域转换，对陈文提供了哲学上



的支持。同样注重儒学的当代重建，黄玉顺不同于陈明强烈的功能诉求，而更关注思想背后

的根据与预设，其生活儒学的构建，展现出极富形上思辨色彩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一思致，

或可名之为“返本开新”罢。 

对传统的理解和诠释，过去可能过多强调了心性的维度，道统一词心性意味尤为浓厚。刘真

伦则从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三个层面来理解韩愈的道统论，这在我们看来是更为

真确的。夏可君、柯小刚的《论语》诠释，代表了一种侧重品性教养的思路，尽管我们认为

文化功能和秩序方面更为重要，但古典学问本身就蕴涵着对教养、品性的要求，经典对人的

蒙养，确实是身心一体的感发和熏习。 

在当今中国，来自不同倾向、不同方面的声音，都指向民族复兴这一最高目的，具现为合理

社会模式的建构，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秩序、文化功能、公民意识等方面。本着对民族生存

发展的最大关注，以及谐调古典与现代以守护人类生活的完整性，《原道》及其所汇聚的思

想力量，力求从传统中掘发出可以提供和支撑现代人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资源，并使之在

当代获得新的理论表达与现实空间，从而积极参与到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中，为我们民族有力

地应对现实、走向未来提供坚实的土壤。《原道》辑刊、原道文丛和译丛、“原道”网站，

都是为国家民族社会、思想文化传统的探索和讨论，搭建一个平台，提供一个维度。儒学自

来就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共同平台，我们坚信它今天可以是，将来也会是。 

最后还是那句真诚的套话：原道辑刊、原道文丛、原道译丛欢迎投稿（投稿信箱：chenming

@vip.sina.com ; yuan_dao@163.com ）；原道网站（www.yuandao.com）及新、老论坛欢迎

争鸣探讨。 

共同事业，共同努力！ 

                               《原道》编委会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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