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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九州出版社名家访谈书系之一种，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当代著名哲学史
家。本书整理收录了陈来在全国各地所作的重要演讲，包含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儒家
思想与全球化、儒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见地的新观点。为读者提
供了一个与重量级文化学者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让您感受大家风采，聆听当代儒家的脉搏与心声。

作者简介

陈来，1952年生，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院长，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师从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校
客座教授。现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
主要著作有：《朱子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
的精神》、《宋明理学》、《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现代中国哲学
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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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序
在大学教书，当然以讲课为天职。我在 1981 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北大，
次年开始讲授本科的中国哲学史课程。而从 1991 年以后，本科的中国哲学
史课程我基本不再主讲，主要承担研究生的课程，中国哲学史课程则由当
时资浅或年轻的老师担任讲授。90 年代后期开始，规定要求博士生须选修
专业学分若干，此后我在北大长期以开设博士生课程为主，当然我也会上
一些系内或全校的选修课程。我开的博士生课程多是古典文本精读课程，
以讨论为主。另外的一些研究生课程则是以讲授为主，如我讲过的朱子哲
学、王阳明哲学、古代宗教与伦理、宋明理学等。这些课程的讲授都是以
我的相关论著为基础，所以学生一般不需要记录讲义。其实，我最喜欢讲
授这类课程的时期，是在我写完这些论著、已交稿给出版社尚未出版的这
一段时间，内容对学生非常新鲜。而等到书出版之后，我可能离开这些书
另讲一套，在这种情况下讲课有近于照本宣科，自己就先有点意味索然了。自序
在大学教书，当然以讲课为天职。我在 1981 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北大，
次年开始讲授本科的中国哲学史课程。而从 1991 年以后，本科的中国哲学
史课程我基本不再主讲，主要承担研究生的课程，中国哲学史课程则由当
时资浅或年轻的老师担任讲授。90 年代后期开始，规定要求博士生须选修
专业学分若干，此后我在北大长期以开设博士生课程为主，当然我也会上
一些系内或全校的选修课程。我开的博士生课程多是古典文本精读课程，
以讨论为主。另外的一些研究生课程则是以讲授为主，如我讲过的朱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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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王阳明哲学、古代宗教与伦理、宋明理学等。这些课程的讲授都是以
我的相关论著为基础，所以学生一般不需要记录讲义。其实，我最喜欢讲
授这类课程的时期，是在我写完这些论著、已交稿给出版社尚未出版的这
一段时间，内容对学生非常新鲜。而等到书出版之后，我可能离开这些书
另讲一套，在这种情况下讲课有近于照本宣科，自己就先有点意味索然了。
至于博士生的读书课程，同学轮流讲读讨论，老师一一评点分析，这种讨
论课西方叫做斯密那（Seminar），既不需要讲义，也不会留下记录。
不过，近十多年来，借着一些机缘，我也在自己的大学之外的讲坛讲
课，其中很多是在社会场合的讲坛，也有国内其他大学的讲坛。在社会场
合的讲坛，虽然也以讲授为形式，但我一般没有讲稿，多只有一两页提纲，
也不期待留下什么记录。所幸的是，其中一些讲坛的主办单位对报告或演
讲作了录音，然后整理了记录，并发给我修改保存。这些讲谈的内容，如
《光明日报》和岳麓书院合办的国学讲会开坛之讲“宋明学案”、中央国家
机关读书讲坛的“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百年儒
学”、北大乾元国学教室的“四书概说”，以及最近的国务院参事室的“谈
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等，都是本来只有提纲，没有讲稿的。如果没有这些
主办单位的记录整理，就不可能留下这些讲课的任何记录，这是我要特别
向这些主办单位表示感谢的。
这些讲谈记录已积累了近二十讲，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记录的积累，所
以当九州出版社张海涛总编辑、郑闯琦副总编辑向我介绍九州出版社学者
讲谈录计划并邀请我参加时，我便欣然表示同意了。这些讲谈的内容，一
如我的研究方向一样，是以儒家思想的发扬、儒学价值的肯定、儒家文化
的现代意义为主题，由于这些讲谈的内容与学术研究论文不同，其中引经
据典和文本分析较少，应该说较适合知识界一般读者阅读。此外，二十多
年来我接受的访谈也有不少，多已在报刊上发表过，考虑到这部分内容较
多且与讲课记录体例所不同，就不收入此集了。
本书内容的编排、整理，及每讲的小标题的设计，九州出版社的领导
和编辑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而且效率之高令人惊讶。没有他们的创意、
耐心和辛劳，本书是不可能和读者见面的，让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 赞佩和感谢。
陈来 2013 年 10 月 1 日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 儒家思想的根源及对此问题的研究
首先把问题提出的背景和所要谈的问题作一个介绍。儒家的创始人是
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我们公认他是儒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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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学派的创立者。儒家这个思想学派在孔子以前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来源或
者根源，这是我们要谈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古代已经有
人涉及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早的文献是《汉书 ? 艺文志》里面一
段讲孔子和儒家的话：“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是助人君，顺阴阳，明
教化。”它的特点是：“游文于六经，留意于仁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宗师仲尼。”
儒家的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崇尚六经的文化，六经就是《诗》、
《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经典的大部分文本在孔子以前
就已经有了；第二，以仁义为主要的思想原则；第三，以孔子作为宗师并上
溯到古代社会一些圣贤人物。
对“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这句话。什么叫“出于司
徒之官”呢？在《周礼》这本书里面，司徒之官主要的职能是主掌教化和
管理。“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个思想，春秋战国
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有一个来源，即来源于王官。在春秋末期到战国
一 儒家思想的根源及对此问题的研究
时代，产生诸子百家以前，这些思想和知识是掌握在王朝的一些专门的官
员手里。比方说有一个官员专门掌管算卦，就是给王朝养生送死，为国家
的战争、祭祀算卦的。这套专门的知识是由一个太卜的王官来掌握。春秋
后期，这些王官流落到民间，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就靠自己原来享有
的一些专门知识到民间混口饭吃，以后就变成了诸子百家。《汉书》认为，
儒家这套知识，从前掌握在司徒这个王官手里。因为司徒这个职官是主掌
教化的，而儒家也是主张教化的。
“出于”这两个字意思是很含糊的。在 20 世纪早期，胡适就特别反对
王官说，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认为诸子百家的思
想跟王官没有关系。他认为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回应当时社会的挑战，这
个社会有问题出现，大家思想混乱，于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主张，因此，
不能说这些回应具体时代问题的思想，在几百年以前，在王官里面就已经
有了。但是我想“出于”这两个字，比较含糊，不是说这一家的思想一定
在王官里全都有了，可以理解为有一种承接的关系，就是说诸子百家的思
想不仅是对应时代的问题，而且是顺应人类发展的问题，有接续性和继承
性。这样来说，有些问题的讨论可能历史上有其渊源。“出于”这两个字，
讲的当然就是根源或者起源的问题了。一 儒家思想的根源及对此问题的研究
首先把问题提出的背景和所要谈的问题作一个介绍。儒家的创始人是
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我们公认他是儒家思
想学派的创立者。儒家这个思想学派在孔子以前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来源或
者根源，这是我们要谈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古代已经有
人涉及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早的文献是《汉书 ? 艺文志》里面一
段讲孔子和儒家的话：“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是助人君，顺阴阳，明
教化。”它的特点是：“游文于六经，留意于仁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宗师仲尼。” 儒家的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崇尚六经的文化，六经就是《诗》、
《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经典的大部分文本在孔子以前



就已经有了；第二，以仁义为主要的思想原则；第三，以孔子作为宗师并上
溯到古代社会一些圣贤人物。 对“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这句话。什么叫“出于司
徒之官”呢？在《周礼》这本书里面，司徒之官主要的职能是主掌教化和
管理。“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个思想，春秋战国
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有一个来源，即来源于王官。在春秋末期到战国 一
儒家思想的根源及对此问题的研究
时代，产生诸子百家以前，这些思想和知识是掌握在王朝的一些专门的官
员手里。比方说有一个官员专门掌管算卦，就是给王朝养生送死，为国家
的战争、祭祀算卦的。这套专门的知识是由一个太卜的王官来掌握。春秋
后期，这些王官流落到民间，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就靠自己原来享有
的一些专门知识到民间混口饭吃，以后就变成了诸子百家。《汉书》认为，
儒家这套知识，从前掌握在司徒这个王官手里。因为司徒这个职官是主掌
教化的，而儒家也是主张教化的。 “出于”这两个字意思是很含糊的。在 20
世纪早期，胡适就特别反对
王官说，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认为诸子百家的思
想跟王官没有关系。他认为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回应当时社会的挑战，这
个社会有问题出现，大家思想混乱，于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主张，因此，
不能说这些回应具体时代问题的思想，在几百年以前，在王官里面就已经
有了。但是我想“出于”这两个字，比较含糊，不是说这一家的思想一定
在王官里全都有了，可以理解为有一种承接的关系，就是说诸子百家的思
想不仅是对应时代的问题，而且是顺应人类发展的问题，有接续性和继承
性。这样来说，有些问题的讨论可能历史上有其渊源。“出于”这两个字，
讲的当然就是根源或者起源的问题了。 汉代三家对儒家起源的论断
从汉儒到近代的学者，对儒家的起源和发生都有所论断，20 世纪学者
争论的更多。如果按历史顺序把古今各家的说法排列的话，那么首先，我
们来谈古人的论儒。 古人的论儒，第一项，我们举的是《淮南子 ? 要略》。《淮南子 ?
要略》 从西周讲起：“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
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
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
籍，故儒者之学生焉。”这是一套讨论儒者之学发生的论述。在这样的一个
讲法里，整个周代的文化，也可以说“周道”，是儒者之学的根源。今天我
们讲儒学的根源、儒家思想的根源，这是其中一种很清楚的讲法。
接下来是《史记》。《史记 ? 太史公自序》在六家里面讲到儒者，说：“夫儒者以六艺
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
功。”这些话都是先秦人讲过的话。虽然它没有讲儒学之生，儒者之学从哪儿产生出来
，儒学之所从出没有讲，但它上来
就肯定“儒者以六艺为法”，这个讲法对于了解早期儒家性格，对于后世还
是很有影响的。接下来就是《汉书 ? 艺文志》，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论，儒家也不例
外。它关于儒家的讲法在历史上影响最大：“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
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
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太史公对儒的了解是以六艺为主，那么可以说是得其要领的。



《汉书 ? 艺文志》这个讲法是把儒家看做源于周代的司徒之官，这个说法，我们知道它
是来自刘歆的《七略》，因此，这个说法是在《周官》一书流行以后。而刘歆的说法，
从王官之学失其守而降落到民间，导致儒家与诸子之学的产生，这个论述，在后世影响
很大。 评章太炎、胡适之得失 除了《汉书 ?
艺文志》以外，一千多年以来都没有很多人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可是非常奇怪的是，20 
世纪初，也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突然关心起这个问题了，关于儒家思想起源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许多大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比如说，章太炎是近代专门研究古代文化
、古史、古代学术的著名的学者，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原儒》，儒就是儒家思想，原
就是推原，就是找它的根源。他说儒有几种不同的意义，最重要的一种意义是什么呢？
他用《说文解字》来分析。章太炎非常注意文字学、字源学的研究。《说文解字》里面
是这样讲的，儒是术士之称，术士就是研究方术、法术的人。所以章太炎说，“儒”的
第一个基本的意义，就是“儒者，术士也”。他进一步解释，“儒”这个字出于“需”
字，需字是云上于天，即天上有云彩的这个形象。认为儒是上知天文、作法求雨的术士
，这个讲法有 一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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