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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告白 

◆特稿◆ 

中国文化与世界前途（陈立夫） 

体宏容深 博大精微 孔子文化 惠泽世界（香港孔教学院院长 汤恩佳） 

◆传统文化与当代现实◆ 

孔孟的仁政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铁鸿业） 

孔子思想与香港和平回归（香港佳成集团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汤伟抡） 

孔子中和哲学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作用（谭承耕） 

论孔子人生理念的现代意义（陈桂蓉） 

苏东坡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武守志） 

◆探源与析流◆ 

儒家思想为什么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于承武） 

回到轴心时期——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三先生关于易道的探索（余敦康） 

立·和·得·化——谈冯友兰和冯契对中国哲学的总结与把握（范鹏） 

◆研究与诠释◆ 

先秦儒学的地域特色、发展线索及其内容特征（王钧林） 

大同思想与传统文化——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教授（张成秋） 

“和而不同”的永恒社会人生价值（黄开国、伍星明） 

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林安梧） 



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定位致和之道（钱逊） 

儒家义利观内涵辨正（陈升平、郑琼观） 

孔子的天道观形成于晚年（谢宝笙） 

“五常”重评（王艾宇） 

经学系辞（石厉、龙驿） 

◆学术论辨◆ 

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我的儒学观（杨子彬） 

附：评十六集电视剧《孔子》 

要注意研究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广义思潮（方克立） 

◆美学与艺术◆ 

生命成长与境界自由——《论语》句释之一（张新民） 

通往内心之路——孔子美育目的论（李道刚） 

中国学法本特征浅论（陈永革） 

◆孟子思想研究◆ 

《孟子大传》序（张岱年） 

孟子与《孟子》一书撷要——兼论孟子思想的文化价值（刘鄂培） 

◆传统养生之道◆ 

孔子的长寿养生思想（台湾老庄学会理事长 胡志直） 

中国传统养生理论的超时代性（彭中胜） 

◆“体”“用”研究◆ 

新体新用论（陇菲） 

◆现代儒学人物◆ 

段正元与道德学社（任真） 

编后感言：敢问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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