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五四与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6。¹

现当代新儒家并非异军突起。孔子说: /德不孤,

必有邻。0从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玄学派、学衡派、国
字号运动到现当代新儒家, 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

的联系,以上社会文化、学校教育之背景与土壤,孕育

了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当然主要是在近代中

国挨打,出现意义危机的背景下产生了本思潮。

二、本思潮形成、发展的诸阶段与诸人物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 1915- 1927年发生

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与 1923至 1924年发生的 /科
学与人生观 0论战期间。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梁漱
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等。以上也可以视为本

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后的三个阶段, 时空转移,

颇有意思。第二阶段发生在抗战时期与胜利之后的

中国大陆,第三阶段发生在 1950至 1970年代的中

国台湾与香港地区, 第四阶段发生在 1970至 1990

年代的海外 (主要是美国 ) ,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

人学者带回中国大陆。第一阶段可以简称为五四以

后的新儒学 (家 ) ,第二阶段可以简称为抗战时期的

新儒学 (家 ), 第三阶段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

(家 ),第四阶段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 (家 ) ,改革

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

1986年始的十多年间, 方克立、李锦全二教授

领导了国内三十多位学者参加的一个 /现代新儒家
思潮研究0课题组,从整理、汇编资料与学案等工作

开始, 直至专人、专题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我个人也有幸参与其事。这个课题组选择的研究对

象的名单,逐步完善,最后做了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
书 0或专人研究系列丛书的, 包括三代十五人: 第一

代: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

钱穆、方东美;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

代:余疵椕、 劢 、成中。ؓ

近年, 劢 综 家, Ｏ瓠了三代地 (十五

人 )十 佤: 第一仕第 一 : 梁漱 溟、熊 十力 、马一

浮、张君劢; 第一代第二 :冯友兰、贺麟、 穆、方东

美;第二代第三 唐君 多位镓



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0 ¹。

然后看第三阶段。 1949年, 钱穆、唐君毅、张丕

介在香港创办 /新亚书院 0; 徐复观在香港创办 5民
主评论 6; 1951年,王道在香港创办5人生 6杂志。他
们在中国传统文化 /恭





认同者。大陆学者的研究也形成一定的气候。¹ 港

台第四代新儒家、中国大陆儒学新生代很复杂,本文

略而不讲。º

三、本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形貌、特

征、建树与思想资源

前两节我主要谈了这一思潮所处的时代氛围与

学术生态。以下我对十六位学者的学术思想作简约

述介, 试图方便读者大致理解这些人物的思想形貌

与特色。以下评语很可能是我主观的判断, 故能否

达此目的,亦未可知也。特别要注意的是,他们虽属

同一思潮或文化共同体,但作为独立思想家,不同学

者的学养、经历、思想资源、人格风范、致思倾向的个

体性、多样性则是不容忽视的。由于每一位人物的

思想总是处在其生命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迁的,我

只能说其主要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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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体,即用即体,即体即用, /体用不二0的哲学系

统,并开出知识论与外王学。而他的机体主义的宇

宙论又与怀特海相暗合。他的生命哲学与柏格森不

可同日而语。他重建儒学的努力从未懈怠过。他又

有三位优秀的弟子 ) ) )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故

他在现当代儒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¹

马一浮先生是国学大师、诗人、书法家,梁漱溟

称为 /千年国粹, 一代儒宗 0。其学术特点是深通经
学、理学与佛学, 经史互通,儒佛道三教互释,程朱与

陆王调和,圆融会通,了无滞碍。马先生以 /一心开

二门0的架构方式建构其思想系统。在这两层结构
中,核心是本体 ) ) ) 心性论, 这是根源和根据,是形

而上的基础;工夫论和六艺论是本体之用 (展示、表

现、功用 ), 是形而下的层面。马先生以本体言心,

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

性。性德开出两支,一是道德活动,包括修养、实践、

行为, 二是文化活动,包括文化现象、系统或文化建

制。上层 (体 )是下层 (用 )的既内在又超越的根据,

是本体;同时又是创生出道德活动和文化系统的主

体。六艺不仅指 5诗6、5书6、5礼 6、5乐 6、5易 6、5春
秋 6,同时涵盖了今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
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活动、政治、经济、法律、宗

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