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現代新儒家是五四運動後既不同於自由主義西化派，又不同於「國粹派」的一個思想派別。

他們主張以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為本位，吸取西方思想文化，建立一種適應中國民族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要求的新哲學和新文化。

現代新新儒家號稱是「接著宋明理學講的」所謂「接著講」就是中西結合，有所創新，一

方面發揚程、朱、陸、王，另一方面結合近現代西方哲學，既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又力求創新，

為中國挺立於當代世界建立信心。

在世界歷史上，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沒有發生西方歷史的文化斷裂，原因就在於長期的

統一，而統一的基礎是農業手工業市場經濟模式。秦朝統一了度量衡、統一了文字、在全國修

築了馳道，實際是建立了全國性的市場，漢承秦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從秦漢以來有五次成

為超級大國（漢唐元明清），在中國統一的時間要遠遠超分裂時間，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都

不長，原因就在於全國統一的市場一旦制度化，就不允許長期分裂，所以中國統一是必然的。

正是這種統一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文化的連續性還在於，創造性的解釋學，漢代的今文經和古文經雖然方法不同，但都

是在解釋古代的經典，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的經典教都是總結前面的原文在解釋基礎上進一步

說明新的創新，所以都能完整地承先啟後。這是中國流傳的基礎。

本書正是在上述方法論的基礎上詳細論述從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雅學的發展過程：在宋明

理學中，選取了周敦賾、張載、程賾、朱熹的性兩元論；程顥、陸九淵、王陽明的心性一元論；

羅欽順、王廷相、王夫之的性氣一元論，在現代新儒家中，選詳細分析了梁漱溟、熊十力、馮

友蘭、賀麟、唐君毅、牟宗三、劉述先、成中英的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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