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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第十辑，陈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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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永捷：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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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阳：极权政治的逻辑原点与价值基础（附：与原道论坛网友的讨论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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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道》第十辑编后记  

如果说当今思想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发展，我想应该就是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们开始正视和

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了。这当然是值得高兴和欣慰的事：传统将因吸纳许多新的价值颗粒而

更加生机勃勃，这些观念之花因与传统贯通也将开放得更加茁壮鲜艳。在这样一个文化的贞

下起元之际，致力立足本土资源进行当代文化建设的《原道》落户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新一

代出版家合作，其事业更上层楼也同样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十年十辑，一言难尽。纪念专栏中，庞朴对中华文化的深挚情怀，杜维明、牟钟鉴、张新

民、林安梧、盛洪、皮介行等人对原道事业的殷切期望，杜霞在学理层面上的十年回顾，以

及李泽厚先生“成绩欠佳，精神可嘉”的批评和鞭策，相信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明“即用见体”说的提出，正是本着这样的关注和问题意识，对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浪潮

中中国应如何、能怎样等问题作出的明确回应。这一命题承接张之洞的问题意识和本土立

场，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体中用”的具体命题则加以解构重组，经“中体西

用”的意志论向“即用见体”的存在论、实用主义转进。如果说，陈明的努力旨在为儒学在

当下的发展拓展空间的话，黄玉顺对“生活儒学”的思考，主要是对形而上学之真实本源作

理论的探索。意志与情感，或许可以表征两人关注重心的不同。  



蒋庆的王道政治论与唐逸的中国问题观，同样可以构成相互对照的关系。蒋庆关于政治制度

安排及其合法性的思考，近年来颇为引人瞩目，对“政道”与“治道”的分疏，“政道制

衡”（“三重合法性制衡”）理念的提出及治道上的落实，是其十年探索的结果。唐逸则本

着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的强烈关切，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历数成败、

检讨得失，并对“自由”概念的含义、原则、运用，都结合着中西思想与社会实践一一作了

剖析，从而得出与时人大异其趣的结论。蒋氏的王道政治与唐氏的宪政民主，根底不同（德

化与自由），路向有别（立足中国、取鉴西方与本乎人类、关切本土），入手相近（制度转

变），目标一致（中国的复兴）。在这里，阅读就是思考。  

秋风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正因此，他从宪政角度对传统所作的阐释，值得向读者特别推

荐。事实上，对传统的阐释本来就不应该仅仅囿限于哲学的维度。在我们看来，从政治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史学切入，才更切合传统文化的复合结构与意义蕴涵。干春松、彭永捷通

过对儒教问题的理论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考察，思考了中国人的认同危机与革新之道。林

安梧对传统和心性形而上学所作的反思、批判工作难能可贵，强调生活世界、社会实践是其

一贯的思路，要求儒学参与到现代化中与之构成相互调适的关系，是在此思路上的新推进。

林是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他的思致给企图创建大陆新儒家学派的《原道》同人带来的鼓舞和

欣幸，《原道》的读者朋友应该也不难体会。  

儒学的复兴需要信念，同样重要的是反思和反省。杨阳对传统中国“政治—宗教—社会”一

体化的严肃反思，不管其立论基础与运思进路如何，却是要在今天复兴儒学的我们不能不正

视的。我们希望读者留意杨文后面的讨论――下一辑说不定就有您的高见呢！柯小刚的论文

则呈示出一条解读经典的新思路，经典，确实是常读常新的。这“新”，既是经典呈现出来

的面貌，也是我们自己的教养与心境。  

康晓光是近年来极为活跃的战略思想者。立足文化战略的制高点，希望发起广泛而持久的社

会运动，继往开来，确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理想、价值和道德。为了给中华民族复兴、文化

中国建设奠立深厚根基，这一运动以将儒学塑造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

代宗教为核心目标。本辑的“学人与学述”特刊发了冼岩撰写的学述对此进行全面介绍。对

康的立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康氏的情怀是我们极为赞同的。“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相比，学术之争轻如鸿毛。”诚哉斯言！《原道》办刊物、做学问坚持的一直都是这样的立

场和态度。  

最后要说一句真诚的套话：原道辑刊、原道文丛、原道译丛欢迎投稿，原道网站（www.yuan

dao.com）及论坛欢迎争鸣探讨。  

编委会  

2004年10月25日 

 《原道》辑刊编辑组成  

顾问  

李泽厚   庞  朴   韦政通   杜维明   余敦康   李学勤   牟钟鉴   陈  来  

学术委员  



郭齐勇   李明辉   蒋  庆   赵汀阳   盛  洪   廖名春   郑家栋   林安梧 

任剑涛   邓小军   黄玉顺   卢国龙   张新民   东方朔    韩  星   刘乐贤 

温  厉   于述胜   高全喜   杨立范   干春松   彭永捷    陈  明 

编委会  

陈  明   耿  硎   王心竹   周与沉   王达三   任  毅   陈壁生  

主编  

陈  明   朱汉民  

本辑作者  

李泽厚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哲学博士 

庞  朴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新民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盛  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学博士 

杜  霞    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周  瑾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  文学博士 

程亚文    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 

王心竹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哲学博士 

陈  明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  哲学博士 

蒋  庆    阳明精舍山长 

黄玉顺    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哲学博士 

唐  逸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 

秋  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干春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哲学博士 



发表日期：2005-1-12 浏览人次：331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
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 

彭永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哲学博士 

林安梧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暨研究所教授  哲学博士 

石永之    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杨  阳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史学博士 

石  勇    自由撰稿人 

柯小刚    同济大学哲学系讲师  哲学博士  

米  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哲学博士 

冼  岩    自由撰稿人 

 

关闭窗口   发表,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