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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反思儒家文化的困境

周春兰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

【摘 要】儒家文化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陷入困境的过程，究其陷入困境的原因，蕴涵在这一文化

体系中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传统思维方式中乏于抽象、长于经验的思维倾向，尚古保

守、惯于排异的思维倾向等，使得儒家文化缺乏一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与文化固有的开放性、

时代性等特点越离越远，最终陷入自身无力摆脱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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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经历了一

个从开创形成到盛行成为主流、再一步步陷入困

境的过程。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经主导了中国社

会一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却被批评为封建社会 “吃

人的礼教”， “孔家店”要被 “打倒”。回首这

一过程，令人叹惋和深思，叹惋深思之余，我们

会发现：儒家文化陷入困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

历史的必然。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角

度来揭示这一历史的必然。

人们的思维总是在一定的方式下进行，因而

人们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 “是一切文

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是一个文化体系的

特质， “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 . & / （0&+）所谓

传统思维方式，就是经过原始选择、正式形成并

被普遍接受，具有相对稳定性，成为一种不变的

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或形成所谓思

维惯性，并由此决定着人们 “看待问题”的方式

和 方 法 ， 决 定 着 人 们 的 社 会 实 践 和 一 切 文 化 活

动。 “这种稳定的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和程式，

就是传统思维方式。它是传统文化的母胎。” . & /

（0&+ 1 &2）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有

风貌，它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创造了灿

烂的儒家文明，但步入近代，这种思维的局限性

却 暴 露 出 来 了 ， 对 儒 家 文 化 的 发 展 造 成 了 严 重

的、消极的影响。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

有 ： 缺 乏 抽 象 、 长 于 经 验 的 思 维 倾 向 ， 尚 古 保

守、惯于排异的思维倾向，等等。

与古希腊、罗马重抽象逻辑思维的不同，中国

传统思维特别重视的是经验。以经验为基础，首先

产生出来的思维形式便是直觉。直觉思维是一种非

逻辑的思维方式，它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

逻辑形式来把握和认识事物的内涵与外延的，而是

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领悟中把握事物认识事物的。

与直觉思维相联系的是意象思维，它是从具体形象

的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思维活动。如中国人在认

识客观外界的时候，强调 “道” “器”的统一：

“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 “器亦道，道亦

器。” . # /作为规律、本质性的 “道”与作为具体的

的、个别的事物的 “器”之间存在着 “体用一源，

显微无间” . " /的关系。那么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就

可以通过 “器”来认识 “道”，即由具体的、个别

的事物来把握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 “立象以尽

意 ， ⋯⋯ 系 辞 焉 以 尽 其 言 。 ” （ 《周 易 · 系 辞

上》）就是说这个意思。这在中国传统概念思维上

表现的尤为典型，中国的贤哲们往往不给对象范畴

以明确的内涵，而是通过描述它的特征或通过上下

文加以直观的理解，使得概念范畴 “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古代人的理论思维

方法是从直观体验开始，跳过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

综合为特征的抽象思维阶段，而直接升华为直觉，

达到对人生哲理的顿悟。 . ! / （0")）的确，传统中国人

擅长这种直觉性的意会性思维，如 “仁”这个孔子

思想中最重要的范畴，但孔子却从来没有具体规定

过 “仁”的内涵与外延：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周春兰（&2+# * ），女，江西赣州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建设。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3456789 4: ;<=>87? @499A?A·B4=<89 B=<A7=A CD<E<47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F49G&2HI$G !
JA=G ，#$$)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07.04.021



·!!· 第 !" 卷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

渊）

子贡问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

雍也》）

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 （恭、宽、信、敏、惠

——— 作者注）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同一个问题，同样是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回答却

每次回答都不一样，其内涵与外延宽泛多变。不仅如

此，有的甚至可以作出两种对立的解释，并且这种对

立在后世儒者发挥下可能变得愈加紧张，致使儒家文

化在内容上陷入不可调和的困境。如 “仁者爱人”与

“克己复礼为仁”实际上可以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

论。爱人之仁蕴涵了人道原则和自然、自愿原则的统

一，而“克己复礼为仁”蕴涵的则是人为的亲亲和尊尊

的宗法、等级原则，两者在孔子思想里并存，集中的表

现在孔子之仁具有“爱有差等”的一面。在一个特别重

伦常秩序的社会里，“克己复礼”对爱人之仁的人道原

则形成了一道阻遏的屏障，因为礼作为制度和规范，

是由人订立的，具有非自然性。这样，克己复礼就具有

把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自愿原则分离的必然性，如

果说这种必然性在孔子那里还只是初见端倪的话，那

么在后世儒学中就变成了现实。“人道原则一旦与自

然原则、自愿原则相脱离，就有可能变成虚伪的做作

和强制性的束缚。所以，正统儒学虽然在某中意义上

仍延续着孔子的人道原则，但实际上却孵化出了人道

（仁爱）的面具下的假道学和吃人的礼教。”"# $

如上所述，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大多缺乏

严 格 的 定 义 ， 而 且 还 有 多 义 性 ， 每 每 根 据 上 下

文、不同的应用或不同读者的理解呈现出不同的

意义。 “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赋予

它们以新的意义，而无须另外创造其他概念来表

达自己的思想。” " ! $ % &’( )因此， “意会”在一定程

度上就不可避免的导致 “附会”。所以，当人们

在遇到一种新事物、新思想的时候，不是去构建

新概念来表述它，而是在储存的概念、范畴中寻

找类似的概念来表达。如把洋人归为 “夷狄”，

反对洋人的入侵，则用 “尊夏攘夷”来概括；面

对西方近代科学，中国传统概念中没有与之对应

的概念，则以熟知的 “术数”来代替；连从事国

际 间 的 外 交 事 务 ， 在 官 方 文 件 中 也 称 “筹 办 夷

务”。这样 “附会”认知的结果是：在还没有认

清事物的性状、属性之前，就把它们归类于传统的

概念、范畴中，使人们永远束缚在陈旧的观念中，

也认为新事物没有值得学习之处，都是中国古已有

之的。所以，西方的一切新事物都没有必要学习，

国粹立场愈加坚定。如，在刘锡鸿看来： “今西洋

之俗，以济贫拯难为美举，是即仁之一端，以仗义

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 " * $ % &+,- )哥特式的大

教堂，印报机以七万份每小时的速度风驰电掣的运

转，上下议院的政治辩论，化学、光学与电学实验

等活生生的先进文明越是有可称道之处，越能增强

他们 “用夷变夏”、 “礼教至上”的信念，认为这

一切都是 “圣人礼教”传播的结果。

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眼里，西洋的政俗也是

“闻圣教所致”，可见孔孟之教行之四海而皆准的

普遍真理性，孔孟之教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洋夷不可能不接受孔孟之道这种普遍真理的

感化。根据这种 “泛教化论”，洋夷自然会被中国

的圣人之学所吸引，会被我们的礼乐教化所同化，

因此我们不必学习西学，更不必去模仿夷俗和末

技。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纲

常无须作出任何内部的调整与改组，只需按圣人之

学去 “反其本”，一切内外交困的问题都可以迎刃

而解。 “反其本”就是 “省刑罚，薄税敛，使士者

皆欲仕于朝，耕者皆欲耕于野。商贾皆日出于其

涂，邻国之民皆仰之于父母。如此者，在孟子时不

过朝秦楚、莅中国，在今日则虽统大九州，而为君

不难矣。” " . $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他

们的国粹信念。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他们

看 来 ， 传 统 儒 家 文 化 体 系 即 他 们 心 目 中 的 “圣

学”，是 “具有超时空的、绝对合理和完美的、自

我和谐的有机体系。” " ! $ % &+## )如此完美的体系是不

需要我们更不需要外邦的补充与变更的，这样，儒

家文化就不自觉地成了一个封闭的、排他的体系。

然而，开放性是文化固有的特征，文化的发展是在

不断的与外界的交流整合中实现的，自我封闭只能

导致文化落伍而被抛弃。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正

统士大夫作出上述看法和选择的时候，儒家文化就

已经一步步向困境中走近了。

二

“一个强调个体性和具体知觉的民族倾向于从

过去的惯例和周期性发生的事实中，建立一套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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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即以先例作为先决模式。” # $ % & ’()* + “中国人

常常重视先例，不强调抽象原则；⋯⋯信赖仅仅

根据抽象思维就得出的诸结论，是及不上信赖过

去生活经验的” # $ % & ’(), - ()* +久而久之就产生一种偏

重 依 恋 过 去 事 实 的 思 维 倾 向 ， 所 以 提 出 “稽

古”。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说， “我非生而知之

者 ， 好 古 ， 敏 以 求 之 者 也 。 ” （ 《论 语 · 述

而》）当哀公问政时，他回答说： “生今之世，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 （《荀子·哀

公 》 ） 还 说 自 己 “述 而 不 作 ， 信 而 好 古 。 ”

（《论语·述而》）这种思维得到贯彻并继续下

去，人们自然而然视祖先的典籍有不可挑战的权

威，这就进而形成一种循旧性的尚古保守的思维

方式，相当于心理学中的 “思维定势”。人们对

于同一件事，过去怎样看，今天也怎样看，形成

一种 “引经据典”的思维习惯。 “非先王之法服

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

敢行。” （《孝经·卿大夫》）汉武帝 “独尊儒

术”以后，又 “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孔孟之

道成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这样一来，人们总

是在以往陈旧的框架内展开自己的思维活动，不

用 进 行 创 新 。 “太 虚 一 理 ， 形 为 万 物 ， 散 为 万

事，合则治，离则乱，顺 （之）则正，悖 （之）

则邪。⋯⋯所谓要领者，亦理而已。” # . %

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历代的士大夫、文人学

士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论证方法：引经据典——— 援

引古制或古例。对他们来说，现实的经验和现实

的价值目标似乎没有任何说服力，这样一来，祖

先的典籍就是不可动摇的权威。在他们看来，没

有任何有关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普遍原则不被圣贤

发现，经典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成了能

涵盖一切的普遍真理，是全能的。不仅如此，经

典还是永恒的， “经”、 “典”、 “常”体现了

真理的永久性，没有任何新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

普 遍 原 则 需 要 我 们 去 发 现 ， 后 人 不 需 要 任 何 创

新。这样，原本理性的儒家经典愈来愈被神话，

稍 有 改 变 就 可 能 被 戴 上 “离 经 叛 道 ” 的 帽 子 。

“通常认为儒学的 ‘四书’ ‘五经’等经典限制

了中国人的自由思维，但事实上，强调经典权威

的保守态度和尚古思想才真正束缚了中国人。” # $ %

& ’(/* +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势必造成人们思想的枯

竭、思维老化、自由思想不发达。它使无数的文

人士大夫身陷于经学的泥淖中，日夜揣摩着儒家

经典中的奥秘，传统经学那种滚雪球的形式充分散

发出了这种泥古的气息。然而，时代性是文化的内

在属性，文化的延续与发展需要与时代的发展相结

合，需要不断地创新。陷入僵化、故步自封、停滞

不前的文化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陷入被批判被抛

弃的境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要被时代所抛

弃。

在尚古的思维倾向的影响下，人们 “看待问

题”的时候习惯性的以圣人之学为标准，视他说为

“异端”并加以排斥，形成一种直线或单向演绎的

方法。如前所述，文人士大夫都把 “圣人之学”看

成是超时空绝对完美的体系，那么它就可以成为当

下所有事情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形成一种前者对

后者的直线性或单相性的 “投射”关系，即 “圣学

投影”。 这样， “圣人之学”就成了获取判断价

值尺度的来源和最终依据。董仲舒就是采用这种思

维方法先把儒学绝对化，又继而把孔论异化为孔

教，最终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纲常名教；宋代以来

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把儒学变为 “理学”，然后用僵

死的说教束缚着人们的思维，所有不与经典相符的

都被看成是 “离经叛道”的行为，要加以否定和排

斥。久而久之，正统的文人士大夫对什么是旁门左

道、异端邪说、妖诞怪语，什么是圣贤世守的大经

大法，具有十分发达的分辨神经和能力。根据 “圣

学”进行 “投影”以判断当下时世合理与否的思维

习惯，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如西方政教被视为 “夷

俗 ” ， 根 据 “吾 闻 用 夏 变 夷 ， 未 闻 变 于 夷 。 ”

（《孟子·滕文公上》）的圣人学说，则文人士大

夫应该把排斥夷狄视为自己的责任。

自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以来，就有视己为正统、

排斥 “异端”的思想和做法。子曰： “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 （《论语·为政》） “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 （《论语·八佾》）排外态度

趋于极端，便是反对一切的外来的东西。 《战国

策》记载赵造反对赵武灵王采纳胡服的理由就是：

“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僻

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

也。”韩愈反对佛学，也是居于这种信条，说：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

之义，父子之情。” （《论佛骨表》） # (0 % & ’""") + 面

对西方文明的到来，传统的士大夫不加分析地把它

们归之于夷俗，也要抵制和排斥。铁船洋炮只是

周春兰：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反思儒家文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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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拙至愚之器”，一听修铁路便群起而攻之，刘

锡鸿还呈交了一份 《屡陈中西情况不同，火车铁路

势不可行疏》，该奏疏列举了 “势不可行者八，不

利者六，有害者九”共二十三条理由，极力反对造

铁路# $ ! % & ’() *以致一些造好的铁路也被拆毁，成为英

国妇孺茶余饭后的笑料。即使是洋务派，他们对西

学的兴趣也仅仅只在 “夷技”上，明末的红衣大炮

和清初的佛郎机大炮和当年赵武灵王的 “胡服骑

射”一样，只是一种来自异域的军事工具而已。如

果没有列强的欺凌，中国人是没必要师夷人之技

的，因为在圣贤看来，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

已而用之。”所以夷技应该受到拒斥。由此可见，

儒家文化在这样的思维引领下，把自己封闭起来，

不与外界交流，与文化固有的开放性特征相悖，陷

入困境也是不难理解的了。

悠久灿烂的儒家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过

光彩夺目的一页，也给人们带来过无限的自豪，但

在西方近代文化的挑战下，近代儒家文化的回应却

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这是一个古老文化的悲剧，

是一个无力摆脱自身困境的的古老文化的悲剧。蕴

涵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儒家文

化的走向，近代儒家文化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

代观念的历史转变，观念与现实的严重背离，从而

使近代儒家文化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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