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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精神：认知 传承 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11月16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中

国伦理精神：认知 传承 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国内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研讨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11月16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江苏省社会科

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伦理精神：认知 传承 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

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樊和平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国内相关高校和科研单

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研讨。

　　樊和平在致辞中对此次会议主题“中国伦理精神”进行了破题。他提出，自古以来，

中国社会便是一种典型的伦理社会，而且中国文化对人类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伦理型文

化，而这种文化的基本观念就是伦理与精神本身是一体的，二者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不

是伦理性精神，而是伦理精神本身，在中国伦理世界中强调的是思维与意志的统一，知与

行的合一。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谢遐龄提出，伦理精神与一定的社会结构对

应。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结构有两次重大的改变：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均导致社

会结构与人的存在结构发生变迁，伦理精神亦随之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导致旧社会结

构向新社会结构变迁——由党组织整合为一整体的结构形成，确立了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伦

理精神。改革开放引发的变迁是系统性的，其核心概念是社会主义，涉及义利关系、权利

意识、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的伦理精神的变迁也应当依此线索求解。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谈到，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对话模

式，可分为两大类：主体间性对话、前主体性对话。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类对话，即主体性

对话和交互主体性对话，两者均为主体性的对话模式。哈贝马斯所关注的是如何兑现启蒙

承诺——人的解放，并寄希望于对话范式的转换，即从主体性范式转换为主体间范式，为

此而建构了“对话伦理学”。然而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主体间性的前提仍然是主体性，而

任何主体性对话都不可能导向新的主体性的诞生，因而不可能导向人的解放。兑现启蒙承

诺的途径不是伦理学层级上的主体间性的对话，而是存在论层级上的前主体性对话。《论

语》中的重要对话模式是非角色对话，这是一种前主体性对话。

　　“用辩护与批判的态度和精神从总体性上把握当代中国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的发生

史，指明一种好的、可能的发展路向，是当代中国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责无旁贷的理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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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龙）

务。”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晏辉表示，回眸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发展和40多来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从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层面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是必要

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建构和发展，但我们并没

有预先准备好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相匹配的德性论和规范论为这种活动进行伦理基础的奠

基。相反，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引发了原有德性结构与规范体系的历史性变迁。如何用改革

的成果评价以往的德性论和规范论，如何用德性与规范评价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无疑是重要的理论任务和实践诉求。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余治平表示，《论语》和《史记》都记载，周太子泰伯“三

让”王位的事迹与崇高品格。儒家入世、有为，其处人处事并不消极、退避，但却主张谦

让、礼让。“让”的含义是辞让、谦让、恭让。行让的过程，始终受个体清楚明晰的德性

意识所支撑。让是一切德行的客观基础。君子的所有嘉言善行都可以集中呈现为让德。让

之为德也构成了儒家之礼的重要内容。让德还可生动体现在国家的内政、外交活动中。人

际交往中，让德能够自觉地把自己设定在低处，而抬高别人。践行让德的关键就在于压制

住内心中那些不符合礼乐规范的性情。用道义、礼法束缚内心之中的血气性情，则构成了

行让工夫的落脚点。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善蒙认为，心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基源性观念，中国哲学

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围绕心而展开的，这也就有了心性论哲学的强大影响。在梳理关

于中国古代的心性论传统时，通常人们都会谈论到孟子，并且将孟子的思想理解为心性论

哲学的一个典范。而对于荀子，人们很少关注他对于心的论述。实际上，通过对荀子文本

的梳理可以发现，荀子对于心也给予了非常重要的关注，荀子心论具有丰富内涵。天君之

心、大清明心以及诚心是荀子论心的三个维度，天君之心是从认识意义上来讨论的，大清

明心则是从行为主宰的意思来呈现的，而诚心则是在道德行为的意义上的阐发。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嘉认为，20 世纪初以来，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主要出现了

四种理论形态， 即义理上的心性之学、制度伦理上的纲纪之道、社会生活中的人伦之

理、精神信仰上的内在超越。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儒家伦理想要依托现代社会制度发挥

作用客观上面临种种困难，另一方面儒家的人伦之理与现代伦理观念相结合、在社会中还

在广泛地发挥作用，影响着民风、习俗与道德风尚。“内在超越”理论揭示了儒家伦理价

值系统的特质，因其超越性而产生的伦理信仰塑造了中国人的伦理意识、道德思维与精神

追求，彰显了非宗教式信仰的意义。因此，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儒家的“人伦之

理”与“内在超越”理论经过重新诠释与建构性重塑，依然是中国人道德生活的价值源

泉，这也是儒家伦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胡发贵提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

独尊儒术，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二千余年的儒家治理。从外在的层面看，董仲舒之所以倡

导“独尊儒术”，儒家之所以成为“统治的思想”，缘在历史的发展中。在春秋以降政治

动荡、思想纷争、诸子各是其是的大争鸣中，儒学的主张渐受重视，孔子更是倍受瞩目，

而儒家的治国理政效能，也逐渐显现。这种思想和实践的氛围，揭示了儒家的重要性，从

而奠定了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合理性的前提。从内在看，儒家之所以被历史选中，不

仅仅是历史演变中的外在际遇，更在于其内在的思想内容：儒家之所以“被独尊”，关键

是因为儒家为古代中国提供了独特的思想信仰和精神家园。历史上曾有“儒如五谷”之

说，颇为生动地揭示了古代社会对儒家的依赖。在当时，儒家思想所包含的人民性与进步

性，使其成为古代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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