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道》第九辑目录、编后、稿约

《原道》 

《原道》第九辑目录 

（暨《新原道》第二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思想探索 

王瑞昌：李慎之先生试论 

蒋  庆：心学散论 

丁为祥：儒家血缘亲情与仁爱观念的形成理路 

陈  明：“以义为利”：制度本身的伦理原则——《大学》新读之三 

◆学术与学术史 

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 

高全喜：论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 

张旭东：民族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 

方光华：再论文化自觉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新民：临济宗风化边表──清季高僧赤松和尚与瞿脉禅师合论… 

韩秉芳：“老子化胡说”辨析 

张 岩：《国》《左》文体与王官之学 

◆争鸣与商榷 

韩  星：“国家级”公祭黄帝是宗教活动吗？――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黄应全：政治儒学还能复兴吗？──评蒋庆《政治儒学》 

王心竹：注定做不了旁观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学 

 秋风等：发掘宪政转型的古典资源 

◆研究生论坛 

陈海虹：论吕大临的道统担当精神 

陈壁生：乡土中国中的"孝"──对《论语》中“孝”的观念的人类学考察 

◆随笔与杂感 

水一方：中国文化当代命运的一点思考 

穆龙人：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民间儒学 

申自强：我教学生读《论语》 

◆旧文新刊 

王新命等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 

◆编后 

◆稿约 

◆原道书房 

《原道》第九辑 编后 

已经过去的2003年可谓多事之秋，但其引发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索尚在继续，并更为深入。

本辑在此背景下，彰显问题意识，突出了对话与交流。 

如果说李慎之先生在非典肆虐时期的遽然辞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那么，因李慎

之先生辞世而引发的身后评价则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思想文化现象。众所周知，李慎之先生

不仅对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坚信不易，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攻击甚力。但吊诡的是，李

慎之先生的盖棺之论却为“最后一个士大夫”━━就如曾将中国传统文化抨击得一无是处的

鲁迅先生，其灵柩却被国人覆以“民族魂”！何谓真正的儒者？传统文化、个体生命、民族

精神三者究竟是何关系？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与消费者的身份应该如何辨明？中国传统与现代

宪政到底有无关联？王瑞昌的文章以及秋风、范亚峰、刘海波和陈明的对话，或许能给我们

一些启示。 

蒋庆对心学的传承，丁为祥对儒家血缘亲情与仁爱观念形成理路的阐发，陈壁生对《论语》

中“孝”的观念的人类学考察等，都体现出一种对推进民族文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更新的自

觉意识，都是一种力图在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民族文化，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

一种具有‘表达/塑造'功能的话语系统的积极努力。因为，传统作为一套话语，它与民族生

命是“表达/塑造”的二重关系。作为表达，它反映了民族的意志、需要以及对世界的理解

认知；作为塑造，它是民族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自觉把握、调整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的危机

根本上讲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这一“表达/塑造”功能的话语系统。我们今天的责

任，就是要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这样一种话语系统，对“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的问题做出回答。 

在这样的目标下和过程中，东西、左右的区分仅有相对的意义。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

者不能夺也。以此态度来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在文化认同问题上，

赵汀阳论证出“中国的‘天下模式’可能是唯一超越了文化自身认同局限性的文化模式”；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高全喜对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自由主义的考察；在儒学与现代化问题

上，既有黄应全对政治儒学的否定性批判，也有王心竹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角色的肯定

性定位；在宪政与法治问题上，秋风等人对宪政转型的古典资源进行了发掘。对上述问题的

对话与交流，并非只是简单的立场、态度、身份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现代性潮流的喧

闹中立足于现实问题的冷静分析。认识上的歧义绝非最关键的，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达到同一

个目标，那就是从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民族的内在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我们不仅要积极探

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式，也要从我们自身历史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中创造出不同于西方



经典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新型民族国家。 

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追求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希望所有对这些议题感兴趣的朋友到

我们的网上论坛发表自己的见解――网址是www.yuandao.com。 

《原道》辑刊编委会 

《原道》辑刊稿约 

《原道》辑刊，创办于1994年。第八辑、第九辑因技术原因改名为《新原道》第一辑、第二

辑，第十辑恢复原名及期号。 

《原道》立足传统资源进行文化建设。这不仅因为我们相信古圣先贤的智慧今天仍富启迪，

还因为我们认为当代文化成就的获得从本质上说必然是民族意志和创造力的体现与验证，而

此二者乃我们所理解的传统之核心。 

《原道》认为，传统作为一套话语，它与民族生命是“表达/塑造”的二重关系。作为表

达，它反映了民族的意志、需要以及对世界的理解认知；作为塑造，它是民族自我意识对自

身的自觉把握、调整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的危机根本上讲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这一

“表达/塑造”功能的话语系统。《原道》的责任，就是要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

这样一种话语系统。在这样的目标下和过程中，东西、左右的区分仅有相对的意义。所谓先

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从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民族的内在性来积极探索中华民族

自己的文化表达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 

既然文化是民族生命的表征，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形貌与我们民族

在当代的生命形态之间必然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因此，对于所谓儒者来说，首先需要追问

的应该就是，那“未被规定的存在”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和创造才能获得自己康健畅达的现实

形态，获得自己所应有的本质特征？倘若现代性和全球化作为我们所处情境的历史特征确定

无疑，那么，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而又使自己的主体性高扬不坠应该即是我们别无选择

的致思方向。《原道》尤其欢迎海内外宿儒鸿生、青年才俊对此问题发表高见，不吝赐稿。 

《原道》辑刊常设有以下栏目：“专题与评议”，“思想探索”，“学术史研究”，“研究

生论坛”，“横议集”，“访谈录”，“文化评论”、“书评”，“随笔与杂感”，“旧文

新刊”等。 

同时，《原道》同人自费创建原道网站（www.yuandao.com），力图发挥以下功能： 

1、一个讨论心得交换信息的茶室； 

2 一个结交天下豪杰之士的管道； 

3 一个参与各种文化论争的平台。 

欢迎各界朋友来原道论坛畅谈，到原道网站投稿。 

目前，《原道》辑刊尚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出版经费完全靠主办者独立自筹，勉力支撑，

所以还无力对作者支付稿费，特此说明。当然，《原道》欢迎同路者、有心者能为《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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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出力。 

士尚志，志于道。 

中国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是什么？ 

或者说应该是什么？ 

原道即是找路，找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路，  

找一条通往理想世界的路。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孟子曰：凡民待尧舜而后起，若夫豪杰则自奋起！ 

《原道》坚信：路是这样出来的━━走的人很多，目标一定。 

投稿信箱：100732  北京.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陈明 

电子邮箱：postmaster@yuandao.com   或者  xinyuandao@126.com 

《原道》辑刊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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