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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拓展：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
　
李维武 ［特约专家］

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史，与以往各时代的儒学开展相比，固然同属于中国儒学史的范围，
但却又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并通过这种特殊性与以往各时代的儒学开展呈现出质的区别。
因此，开展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需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深刻把握这种特殊性，对其中

几个关节点尤其需要加以关注：
第一，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开展有着一贯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古老的儒学在２０世纪经

历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今之变，不仅儒学的形态与功能发生了由古代而现代的转换，而且儒

学的问题与话语也出现了转化与更新。尽管近百年来的儒学代表人物都是文化保守主义

者，但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现代形态儒学，严格来说并不属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范围，而是属

于中国现代思想的范围。
第二，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开展有着现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

历史大变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追求。２０世纪中国儒学所经历的

现代意义的古今之变，正是由这个基础所推动、所促成的。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史上诸多问

题的提出、学理的阐发、分歧的由来、争辩的展开，实际上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中找到深刻的根

源。要对２０世纪之后儒学的未来发展作出构想，当然也是不能背离或抛开这个基础的。
第三，２０世纪中国儒 学 开 展 有 着 丰 富 的 内 涵，这 种 内 涵 的 丰 富 性 不 是 来 自“以 水 济

水”式的思想重复，而是来自儒学开展中对问题与学理的个性化思考与探索。因此，这种

内涵的丰富性体现为“一本而万殊”的思想多样性，包括不同形态的转化、不 同 路 向 的 选

择、不同思想的碰撞、不同体系的建构，以及师友之间的问难与批判。正是这些种种的不

同，促成了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在分化中开展，在保守中更新，实现了现代意义的古今之变。
上述三点，可以说是把握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史特殊性的关节点，也可以说是开展２０世

纪中国儒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通过这些关节点和方法论，能够对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史作一

种总体的和本质的把握，克服在研究中易于出现的简单化、片面化和碎片化。
本栏目的三篇论文，或从总体上立论，或从问题上入手，或从路向上考察，对２０世纪

中国儒学史作出视角不同、论析有别的探讨，但又都大体上体现了这些关节点和方法论，
有助于拓展和深化２０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组论文，促使２０世纪中国

儒学史研究受到进一步的关注，获得更深入的开展，取得更好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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