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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观念重建的儒学参照

牛喜平

（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      100082）

[摘 要] 发端于欧洲的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迫使和推动全

世界走上民族独立和现代化道路。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现代性观念逐渐出现了向极端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种族主义、工具理性等方向的异化，导致全球环境、安全、道德、理想失

序，使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危机。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现代性观念重建和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和

借鉴。儒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历史上，儒学曾对亚洲、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现

代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儒学理论和实践建构的是一种人类生存发展方式，对应着人类生存发展的

结构，也对应着未来现代化展开的结构。儒学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应然的趋善

之道；儒学价值系统蕴含的以“仁”为核心的人类普惠价值观念，儒家“礼乐文化”奠定的人类社

会秩序调节功能，儒学“天人合一”宇宙观提供的整体性智慧，可作为现代性观念重建的重要参

照，与其他文明一道，将人类导向善，导向和平与繁荣，导向代际的公平，导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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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现阶段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追

求，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

转变过程，包含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变革。现代性

是指现代社会的基 本特征和价值 观 念，蕴含

着现代化的目标和动力。现代化从欧洲兴起到

全球化的过程是人类创造的不同文明交流、碰

撞、互鉴、融合的结果，是人类文明系统演化的

组成部分，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由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结合产生

的西方文明，催 生了“现代个人观念、工具理

性、民族认同”[1]（P291）及“自由、民主、科学、人

权”等现代性观念，开启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的转变；塑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业军事

与民族国家混合体等社会组织，为科学技术发

展与创新、私人资本利润的追逐打开了无限增

长的空间。一些早先实现现代转型的西方国家

对其他国家的殖民、侵略，迫使全世界迅速走

上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由此，开启了现代

化、全球化的过程。

今天，当人类在检视这几百年现代化的结

果时看到，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物质财富快

速增加的同时，环境破坏、安全威胁、道德失

范、信仰失落等挑战已经使现代化列车驶入了

不可持续的边缘，人类文明又一次走到了十字

路口。今天，我们仍然处在现代化的巨大惯性之

中。现代化应该走向何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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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观念重建具有什么意义？承载着中华

文明核心价值的儒学能够在现代性观念的重建

中发挥什么作用？本文拟对现代化演变及儒学

与现代性观念的重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现代化的起源与演变

（一）人类文明的演变与轴心时代的突破

考察现代化的走向，研究现代性观念的起

源、变化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要在人类历史、

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贞定其位。与人类漫长

的演化历史和文明史相比，现代社会的历史只

有短暂的几百年时间。“轴心时代”的划分是

学界普 遍接受的观点。它是人类文明演化的

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期，可以作为考察现代化

的起点。德国思想家科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研究发现，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

200年间存在一个轴心时代，这一时代产生了我

们今天的宗教和哲学思考的基本范畴，它是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精神上的突破。这一时期一大

批先知、哲人和可以传世的文献同时独立地在

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出现，奠定了人类

的精神基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雅斯贝

尔斯将这个特殊时期定名为“轴心时代”。世界

历史从轴心时代中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统一，

围绕这个“轴心”雅斯贝尔斯建立起“史前、古

文明时期、轴心时代、科学技术时代”的历史框

架。这个新的时期形成的思想文化核心价值，成

为了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决定了以后全

部的人类文明的历史方向。[2](P15-16)

（二）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轴心文明”的演化为什么导向现代社会

的起源？学者金观涛运用“观念史系统论”的

方法①[1](P569)进行了分析，为研究现代社会文明

演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一是独立的普遍观

念的出现导致文明的突破，即反映人类不同的

族群对终极价值追求的普遍观念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此普遍观念可以独立于社会存在，基于个

体传承而不会随着社会时代变迁而消亡，亦称

为超越视野突破②。在此驱动下，人的行为受到

观念和价值系统的支配，文明即在超越视野和

它所塑造的社会蓝图和推动社会行动的互动中

展开，形成了推动文明演化的长程动力，超越视

野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变量。这种演化一方

面指向实然世界的演变，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人

类对应然世界的探索。具有超越视野的人开始

用一种终极关怀的想象来推动建立自己认为合

理、正当的理想社会。由此推动古文明社会、传

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1](P48-50)

二是轴心文明时期的超越视野突破，形成

了四种理论形态的文明：即以“救赎”为超越

视野的希伯来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其

展开的不同形态）文明；以“解脱”为超越视野

的印度文明；以“认知理性”为超越视野的古希

腊罗马文明；以“道德关怀”为超越视野的中国

文明。[1](P51-72)这些超越视野思想独立起源、凝

聚在各个民族的科学、史学、哲学、宗教经典当

中，确定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质范型，指引了各个

民族后来的文化方向，也影响着未经过轴心文

明突破的其他文明的方向。

三是现代性观念的起源则是轴心文明进一

步演化的结果。如前所述，超越视野是制约文

明演化方向的决定因素。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

伊斯兰文明均为在轴心文明的演化过程中超越

视野未变的文明。例外的是，罗马帝国的衰亡导

致了古希腊罗马文明超越视野的大转向，接受

基督教进入西方社会的超越视野，形成了救赎

价值与认知理性相结合的超越视野。基督教提

供了科学理性所不具备的终极关怀，科学理性

则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罗马法律成为上

①“观念史系统论”方法是一种将观念史和系统理论相结合解释宏观历史演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将科学和人文结合起

来，在一个新的领域中分析实然世界的法则和应然世界的法则之间的关系。即人文历史研究要将人的普遍观念（道德

价值）系统的变迁加入对社会行动的研究中，讨论其如何与社会行动互动，发现其中存在的和自然科学规律、社会科学

法则都不同的约束条件。一旦将观念史研究加入，表达宏观历史展开的就是一种观念史-系统论史观。

②超越视野是指人类文明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终极价值追求及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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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统治世界的规则。[1](P287)但处于分离共存的对

立统一矛盾体中的基督教、希腊超越视野以及

社会弊病对社会组织蓝图的否定，又引发了文

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及启蒙运动，催生

出“现代个人观念、工具理性、民族认同”三大

现代性观念。这三种观念及其中蕴含的“理性、

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互相

维系，共同构成了现代性观念的价值系统。

欧洲现代性观念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4世纪

末到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并经历了一个

持续的发展过程。文艺复兴标志着中世纪的结

束和近代的开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古典文化

的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科学和艺术的

进步，以及对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强调。16世

纪到17世纪的宗教改革，结束了中世纪罗马教

廷的宗教专制统治，开创了人类的理性文明精

神，为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发生在17世纪末到

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性的发

展，它强调认知理性、科学方法、个人自由和民

主原则。启蒙运动对欧洲的政治、哲学、科学和

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美国和法国革

命以及现代民主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现代性观念的形成，本质上是人类观念结

构和社会行动互动复杂化的反映，是文明系统

（社会组织）应对无组织力量，实现系统稳定

的选择。这充分说明了现代性观念对现代化社

会发展演化的重要性，及我们要讨论的现代性

观念重建的迫切性。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现代化

以上分析说明了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明中

产生的内在逻辑，但其更深层的原因则要在全

球化的总体中去认识。美国学者马歇尔·霍格

森(Marshall G. S. Hodgson)说：“正如农耕城市

文明的兴起最初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地理区域，

随后才扩散至全球多个地区，现代生活模式的

涌现并非在相关民族群体中同步发生。相反，

这一生活模式最初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

西欧——形成，随后才逐渐传播至其他地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孕育现代生活模式的条件

仅限于西方世界。类比于早期都市文明和文学

生活的兴起，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离不开 众

多社会习俗和创新的累积。同样地，现代文化

集大成者的形成，亦是以东半球各民族群体的

贡献为基石。这不仅涉及大量的必要发明和发

现——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早期的基本发明并

非源自西方。此外，对于现代文化的汇聚至关

重要的是，存在着相对密集且城市化的居住区

域，这些区域通过庞大的跨区域商业网络相互

连接，逐渐在东半球构筑了一个宏大的世界市

场。正是在这一市场框架内，欧洲得以发掘其

机遇，并且其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3](P47)

正像马歇尔·霍格森所述，东方文明对西

方现代观 念的形成 产生过重要影响。通过马

可·波罗、利玛窦、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一

大批传教士和知识界人士，儒学中的理性主义、

人文主义精神、教育思想、伦理思想深刻地影

响了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融入了欧洲政治经

济文化变革。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

术、火药和指南针及水稻种植技术等对欧洲的

科技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后来

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许多古希腊和罗马

的学术著作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保存下来，并

通过这一渠道传入欧洲。阿拉伯数学家们对印

度数字系统（包括零的概念）的传播起到了关

键作用，这一数字系统最终取代了罗马数字，极

大地促进了欧洲数学和商业的发展。阿拉伯医

学对欧洲医学的发展，阿拉伯哲学对欧洲文艺

复兴时期的哲学和科学发展产生了影响。印度

人发明的十进制系统和零的概念，通过阿拉伯

人传到欧洲，对现代数学和科学革命产生了重

要影响。棉花和丝绸生产技术，特别是提花机

和织布机技术，对欧洲的工业革命产生了重要

影响。

从人类文明演化的整体看，现代化实际上

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欧洲适应了这种变化，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集体知识的全球性增

长，世界体系由东亚、印度向大西洋沿岸迁移，

使大量的思想、货品、财富及技术开始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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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西洋地区流动。由此看来，现代性不是某种

开始于欧洲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产物；相

反，它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这一全球化过程

使得以大西洋为界的国家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

色。欧洲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有助于它利用这个

新的全球体系所造成的巨大商业机遇。”[4](P396)

这一分析与上述关于西方文明中基督教文明和

古希腊罗马文明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所塑造的

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分析是相一致的。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革命以后的又

一次重大转折，这场从欧洲“文艺复兴”兴起的

现代化运动，引发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

型。由于西方现代化强烈的扩展性、侵略性，又

迫使其他非西方文明地区接纳现代化，展开自

我变革，推动社会转型。从19世纪开始，人类历

史的主线就是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冲击下的现

代转型的过程，它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

史无前例的。  

二、现代化之阙与反思

（一）现代化之阙

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观念及其所包含的现

代价值系统所塑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

场经济制度，拓宽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的增

长空间，由此带来了世界人口的增长、大规模资

源的开发利用、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经济全

球化把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发展

使得人类有能力走出地球。今天，科技革命仍

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一浪高过一浪前行，科学思

维成为人类的主导思维，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

式，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将人类社会推向未知

的领域。现代化引起了社会、政治和军事组织

的深刻变化，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抗

体”—— 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西方现代性观念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化，及西方文化中固有的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使人类文明体系带来的无

组织力量日益增长，导致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个

人主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等盛行，给全球治

理体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使人类的

生存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一是生态危机。发端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

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化的巨大变

革。工厂机械化生产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出

现，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人们

的生活方式。以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为主导的工

业革命，打破了人的力量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开

启全面利用自然的时代。经过人类几百年来征

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地球生态系统发生

了大规模的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的

破坏。时至今日，人类已经掌握了一念之间毁灭

地球生态系统的能力。今天，每一个身处21世

纪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大气污染、冰川消退、淡

水资源枯竭、海洋大面积污染，自然资源过度开

发、生物多样性消失、极端天气频发、自然灾害

频繁等等所带来的严重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人类已经生活在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的边缘。

二是战争威胁。西方现代化建立在资本主

义制度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追

求私人资本利益的本质不具备平等性。现代经

济发展产生的巨大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财

富被少数人控制。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

国家之间，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加剧。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威胁激发各种社会矛盾冲

突，引起战争频发。在过去一百年当中，人类经

历的暴力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多。从

11世纪到20世纪的1000年间，战争次数的一个

合理估计是1000次，且战争的频率在上升。在

这段时间里，战争死亡人数超过1.47亿人。具体

到各个世纪，18世纪约有700万人死亡，占1000

年总战争死亡人数的5%；19世纪死亡人数约为

1942万人，占13%；而20世纪则高达11110万人，

占75%。[5]20世纪的战争造成了大量士兵和平民

的死亡。离我们最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

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历史上两次最惨烈的战争，

这两次大战的发生地主要在欧洲，起因与极端

国家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有关，反映了这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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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有效解决国际间矛盾时的弱点。

三是道德鸿沟。首先，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

异化导致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忽略了

人类的整体利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曾对人的

解放和民主的全球化进程发挥过积极作用，但

是经由历史的变化已经异化并走向反面。西方

现代性观念中关于人性天生自私的预设成为现

代社会经济原理的动力及资本主义制度、现代

市场经济、现代伦理的基础。这种观念使现代

化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这种个人观念甚至

把社会作为个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忽略了

人类和世界的整体性。其次，理性认知的异化

导致工具理性盛行。在工具理性视域下，理性

只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达到目的的手段，和

人类要实现的现代化的价值互相背离，科技的

发展失去了人文精神和道德的指引，在满足物

质需要的同时，忽略了精神追求；在促进生产力

发展的同时，又制造出可以毁灭人类文明的武

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技术进步的增长

和道德的增长不相匹配。人类的整体道德水准

无法应对这种科学技术的突发猛进，产生了严

重的“道德鸿沟”。[6](P636)这种现代性观念导致的

“道德鸿沟”体现在：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科

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的不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不平衡，使现代化失去了道德的基础，犹

如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失去了控制和调节系统

的保护。

四是理想失落。人类对物质的过度追求，

被绑在物质生产的战车上从而牺牲了对精神的

需要和满足，由此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和动荡，

工作质量的下降及人们的精神失落。人类精神

方面的不健全已经给社会进步造成巨大障碍。

表现在文化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美

德；表现在生活方式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盛

行。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已经完全物化，幸福被

定义为持有各种名牌商品，理想也被高度商业

化、世俗化，人们失去了对信仰的追求，失去了

和平宁静的心态，失去了对理性社会（应然）的

向往，从而对现代化的目的产生迷惘。

（二）现代化的反思

事实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包括马克思主

义、西方后现代学派以及非西方现代化过程中

产生的各种学术流派，都已意识到现代化所带

来的种种问题，从而对现代性观念进行批判和

反思。有学者提出：“我们似乎应该反思的是，

现代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显然现代化本身不

应该是目的，否则我们就会被绑在现代化战车

上持续不断地创新和进步，但却不知道创新和

进步的目的是什么。”[7]对现代化目的进行反思

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由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

实践层面都提出了重建现代性的需求，要求回

到各个文明的坐标源头，选择定位，重新寻找现

代性的目标、动力。这要求必须达成以下三方面

的共识作为前提。

一是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不是以

西方为中心的一种模式，它是不同文明之间互

鉴、选择、融合的过程。非西方文明的现代转型

既要学习西方的经验，更应该结合自身实际进

行。一方面要肯定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文明进

步带来的正面作用，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社会

弊病，从而进行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弗朗西

斯·福山所说的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政

体的结论已被实践证伪，西方文明主导的单一

模式的现代化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必须允许

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同

时结合自己文化和社会的实际进行现代化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多元性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从现代

化的兴起到20世纪实践中发生的多次灾难证

明，那种力图将现代社会建立在单一的“认知

理性”和民族主义之上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现

代化的多元性存在于不同文明的深层文化结构

之中，不同文明在不同超越视野驱动下，必然会

导致现代化的多元性，现代社会发展的实然情

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正激烈加深根源意识并导致本土化的回应……

根源意识的强化也同时在塑造全球化所导致的

现代性在各文化地区的具体表现。”[8]即非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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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现代化过程实际提出了多元现代化的要

求。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对现代化实然状态的

认识还是对应然的追求，现代化都应该是一个

多元共存的模式，与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格

局”相一致。只有来自各民族和国家的多元现代

化才是构成全球现代化整体和谐共存的基础。

三是东西文明互补既是现代化的实然过

程，也应是未来现代化追求的应然目标。在对

西方现代化进行反思，强调多样现代性的同时，

必须肯定西方文明对全球现代化作出的贡献，

从人类文明整体的角度出发，强调东西两种文

明的互补。科尔·雅斯贝尔斯认为，西方文明不

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客观的历史分析尽管揭示

了西方在世界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但同时也发现了它的不完善和缺乏之处。”“我

们还没有走上‘人之存在’的自我完善之路。亚

洲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补充。”[9](P368)这是本文将

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儒学基因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洋

务运动，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师夷长技以制

夷”，是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历史过程。经历

从器物层面的学习，到制度、思想文化观念，到

现代性观念的重建，最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模

式，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中国现代性观念的形成发展过程，体现了

中国道德关怀（儒学的核心思想）超越视野驱

动的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碰撞、融合的过程。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形成了通过民主、科学的现代性观念建设现

代化的共识。从此以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成

了中国人共同追求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组织蓝图，推动中

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就是现代性观念的重

建过程。中国的现代性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与儒学为主干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西方

文化互鉴融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轴心

文明固有的传统不同，它是在批判西方现代性

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现代理论，在对西方现

代性反思基础上，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现代理

论体系，试图建立一个超越现代社会的新社会，

形成轴心文明现代转型中的全新形态。[1](P507)科

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识到

了技术世界带来的巨大危机，并提出了应对人

的异化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9](P359)由于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大道相同，所以成为中

国人民在向现代化转型中的必然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又

在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上实现创新突破，逐步

形成和成功推 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观

念。这些观念主要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

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五大鲜明特

色[10](P22-27)，及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发展、公

平、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方面。中

国式现代性观念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又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

的，但又建构在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层结构中。中国在开始接受

西方现代化时虽然采取了“反传统”的方式，但

从20世纪末开始逐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从文

明交流、融合的规律看，这是传统社会接受西

方现代性观念正常的“排异反应”和吸收融合

的过程。两者的互动融合最终以本土化的形式

反映出来，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它使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理性、

市场经济、民主、自由等理念经过整合、再造

共存于新的统一体中。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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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观念，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国际关

系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

一路”“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中国应对全球生

态危机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

都体现着儒学在中国式现代化条件下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

“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折射着

儒家“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政治文化理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特色，也体现了全球现代化多样性的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针对人类面临的环境、安全、

道德等方面的挑战，摈弃了征服自然、两极分

化、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对外殖民掠夺的老路，

在现代性的观念、现代化的实践、社会制度的

建设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的现代化模式。中国

探索的是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实现人

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全球现代化和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建设具有典型和示范效应，其中蕴

含的儒家思想的普遍性经验和智慧不但具有中

国特色，而且具有全球意义。

四、全球现代性观念的重建与
儒学参照

 现代性观念的重建包含着对轴心文明时代

以来现代观念的反思，对当代社会的客观评价

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展望。人类当代所面临

的重大问题都是跨国界的，这些问题同时构成

了现代化的共性问题。因此，现代性观念的重

建，必须立足于全球，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

态的局限，在批判地继承几百年来现代化传统

的基础上，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中选择精神

和思想源泉。儒学作为一种指引人类生存发展

的学说，来源于中国人对远古以来人类生活经

验的总结、升华，是数千年人类群体性公共生

活形成的准则。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

沉淀的思想精华，指向不同文明所共同关心的

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根源性问题，为促进

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人类处理多

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儒学理论和实践建构的是一种人类生存发

展方式，对应着人类生存发展结构，也对应着

未来全球化、现代化所要展开的结构。如果我

们把现代性观念作为一个系统看，儒学蕴含的

价值观念、结构、功能则有着系统的相似性，可

以作为化解西方现代性弊端和重建现代性观念

的参照。

（一）儒学“生生”原理揭示了人类生存发

展必然、应然的趋善之道

“天地之大德曰生”[11]( P421)，“生生”是宇

宙自然之理，是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对

天地“生生”万物的领悟，形成了儒家“生生哲

学”，构成了儒学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理。在儒

学“天人合一”视域中，人类作为自然的组成部

分，禀赋了宇宙“生生”的本性，天地“生生”之

德亦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理。“生”成为自然

和人、天道和人道、天德和人德的共同内涵，是一

种“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12](P17)。

宇宙“生生”之理揭示了宇宙演化的最高目的

就是创生万物，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生

不息”的运动、变化过程。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

亦应遵循这一“生生”不息之理，这是一个必然

和应然相结合的过程。在儒学哲学思想范畴中

“生”即为“仁”、为“德”、为“性”、为“善”、

为“道”。儒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生生”哲学的建

构，形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贯

通天道和人道、人生与宇宙、道德与宗教，超越

时间与空间，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方向和充满

生命力、创造力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儒学“生生”原理包含着以万物和谐为最

高目标的追求。儒家认为宇宙是 一 个包容并

育的和谐系统。《周易》的“保 合太和，乃利

贞”[11] (P 213)思想，将万物永久的和谐作为天道

的自然属性；《中庸》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3](P822)阐述了宇宙和谐原

理的普遍意义。周代史官史伯的“夫和实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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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

之”[14](P284)，阐释了实现“和”的途径。“和”在

中国文化中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事物的发展在阴阳互动、刚柔相济中共生、共

荣、共进，形成整体的和谐。这些观念构成儒学

“和为贵”“和而不同”“中道哲学”的理论基

础及多元、包容、互惠、和谐，具有和平性的基

本特征。

儒学“生生”之理亦包含着强调内在价值

的自组织原理。在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中，没有外在力量（上帝）创世的概念，一切发

展变化都来自于天道、生命的共同创造力，强调

人性的内在价值和以“生生”为演化目的的内在

动力。西方文化中的价值主要来自于上帝，来自

于外在的力量。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则根植于宇宙自然演化的力量之中，是一种内

在的价值，来自于天道，来自于人本身，是一种

自发的自觉的力量。在这种内在力量的驱动下，

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像系统论所描绘的那样是

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组织过程①。人类社

会各个领域在“仁”的作用下，克服无组织力量

带来的无序力量，而趋向有序和谐。个人亦通过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现完满

的人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15](P43)儒家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理论，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趋善的必然、应然之道。

“善”内涵了人对人生境界、社会理想的圆满完

美的追求。可以说儒家的全面理论实践围绕着

人类社会趋善展开，为我们回到轴心文明源头

重新贞定现代化方向提供了根源性智慧。

（二）儒学价值系统蕴含着以“仁”为核心

的人类普惠价值观念

儒家的伦理道德植根于宇宙自然之中，本

质上就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具 有范导作用的价

值系统，蕴含着对人类具有普惠价值的系列观

念。如前所述，轴心时代中国文明中“道德关

怀”的超越视野就是儒学价值功能的体现，它

塑造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文明进程。

“仁”是儒学价值系统的核心，是一种全

德，如“仁义礼智信”等德目都是“仁”在各个

应用领域的展开。儒学在其演化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

关系的独特的价值体系，以“仁”为核心的价值

体系可类比于人体之血液，对人类文明社会具有

全面的滋养功能，对现代性观念的重建具有系

统性参考价值。

一是儒学价值系统是一种理性的价值系

统，蕴含着应对工具理性泛滥的道德价值。工

具理性的异化导致科学技术发展的失序，自然

环境的破坏；使知识成为权力利益的代表，成

为奴役人类的工具；现代化亦成为科技的现代

化、物质的现代化，失去了精神和理想的支持。

这种科学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知识与人自身的

对立，可以根本上归结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的对立。儒学以人的道德关怀为目的，将人类社

会的生存发展建立在伦理范导的基础之上，以

此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这是它与工具理性主

张价值中立完全不同之处。儒家的价值功能对

现代性观念重建过程中处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失衡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学蕴含

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价值理念。

儒学“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蕴含着万物互

系、和谐共生、天人互益等人与自然共存的观

念；由“生”到“仁”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和位

育”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天人合德”

的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儒学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提供了深厚的生态伦理基础，可以有效克服以

征服自然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的非人

①系统科学的研究认为，自组织原理是系统的普遍原理。我们面对的自然界和社会，都是一个自发运动的，也是自组织

的，包括人的精神和运动的过程。自组织理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系统都不是神和外力创造的，而是由系统内部各要素之

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各要素通过相互作用自发组织起来，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有序。钱学森说：“系统自

己走向有序结构就可以称为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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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中心主义的偏颇，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有节制地协调发展的现代性观念奠定价值基

础，也为重新界定人类伦理价值坐标，形成一种

全球性的伦理奠定价值基础。

三是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学树立

了“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政治文化理想。儒

家欲建立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由圣贤领导和

治理的天下为公、各尽所能、安全稳定、充满

和谐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世界，具有崇高的道德

境界[13](P298)。其原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与

西方文明提出的乌托邦理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遥相辉映，反映了人类

建设美好社会的精神向往。儒家大同理想中积

极提倡“大公无私”精神，倡导我们每个人不能

只为自己生活，要同情体贴他人，博爱人类，在

建设自己理想国家的基础上，再推而广之，与世

界人民一道，通过合作奋斗，建设“美美与共”

的全人类美好世界。

四是确立起“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的社会

发展目标。儒学以“仁”为核心，以人为起点，充

分重视人的价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

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P281)，由此

形成了“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落实

在社会国家治理层面就体现为“仁政”。儒家提

出的“正德、利用、厚生”[17](P56)思想，作为安定

人民、治国理政的原则，亦是一切政治、政权合

法性基础。“正德”就是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治领

导人要有很高的道德情操，要认识到人民的重

要性，要有牺牲和奉献服务精神；“利用”就是

要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各方面

的需求；“厚生”就是要尽量做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来

安身立命。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

思想来源就是民本主义思想。民本主义蕴含着

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公平、正义、人权”等因

素，同时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天下为

公、集体主义、仁义、平等”等思想。民生问题是

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

普遍问题。儒学的民本主义思想，有助于消解资

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不公平、两极分化、贫富

差距过大等当代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儒

家民本主义思想与大公无私精神、建设“大同

世界”的社会理想相结合，蕴含着人类对应然

社会的追求，对各国人民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

的引领和示范效应。

五是在处理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上，儒学蕴

含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人的现代

化是现代化演化的最终归宿。西方现代化过程

导致的人的异化，一方面体现为极端个人主义，

使人与群之间，人与物之间关系紧张、无序；另

一方面体现为人被物化、机械化，劳动的目的意

义模糊，独立人格弱化，一些人沉溺在贪欲和

感官刺激中失去精神支持和理想追求。儒学则

将“修身”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起点，“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通过培养独

立人格，提高人生境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

展，以达到安身立命之目的；通过激发人的内

在动力，唤醒人的社会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意

识，把人从物化中解放出来；通过至诚，导向与

天地参赞化育的人生境界，通过“修己安人”实

现人生理想。

（三）儒学“礼乐文化”奠定了人类社会秩

序调节功能

儒学礼乐文化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典章

制度，并经过长期历史实践的检验，在人类文

明史中独树一帜。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莱布尼

茨说，中国人藐视暴力，追求和谐。追求民本，

奠定了比较高的文明标准。中国的整个典章制

度是多么出色……, 中国的实用哲学在家庭、社

群、政治、宗教，建立秩序的做法是超群的，这

是礼的作用。[18](P46-47)“礼乐”奠定了人类社会

调节方面“秩序、交往”两项重要功能。

 一是以“礼乐文化”经邦治国、范导社会

秩序。“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

也”[19](P23)，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礼也者，

理也”[13](P769)，礼是国家典章制度，是人际交往

行为规范，是贯穿万物之理；“礼义之谓治，非

礼义之谓乱”[2 0] ( P 35 )，用礼义治理国家就有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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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不用礼治理国家就混乱。“礼以修身，乐以

化心”，中国人不仅把“乐”作为娱乐的方式，更

重视它对于民众教化的作用，[21](P26)这在世界各

民族的文明当中是非常独特的。礼乐文化在长

期的实践中形成的道德精神、实践精神、和谐

精神、约立精神（约之于礼、立之于礼），对安排

人类生存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在如何处理礼与

道、礼与德、礼与仁、礼与理、礼与乐、礼与法、

礼与仪、礼与治、礼与立、礼与性（人心）、礼与

教方面的关系具有丰富的资源。道德是礼乐文

化之本，它通过“礼”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进

入每个人的心灵，规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的发展，引导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实现社会的文

明进步。礼乐文化为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重

建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借鉴。

二是奠定了人类交往的“忠恕”基本原则。

人生活在各类群体之中，如何与他人、他族、他

国进行交往，一直以来是人类生存发展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问题。儒家礼乐文化中有一套处理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备理

论，并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几千年的实践，这就

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22](P43)。它构成

了中华民族、中国人为人处世，开展国际交往的

基本遵循。“忠恕之道”是建立在德道基础上的

交往原则，是儒家“仁”的核心价值在人际、群

际关系中的应用。“恕”是一种将心比心，宽以

待人的精神，其内含的深层意思就是要推己及

人，克服自私心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为他

人着想。待人处事不只讲一人利益、一国利益，

而是要讲全人类利益，人与自然利益。这种思想

倡导每个国家、民族在安排自己的发展计划时

不能只顾私利，要善体“中”（忠）道，使所有私

利都能顾全大局；善体“恕”道，真正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为最大多数着想，然后才能产生

共同互惠的普遍利益。现在“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准则已经跨越地域和种族被世界人民广泛

认同，成为全球治理的黄金定律。国际关系是

当代人类交往最主要的途径，随着世界经济、

科 技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

繁。儒家的“忠恕之道”奠定的人际交往原则，

已经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中得到充分体

现，对国际关系中国家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

互包容、政治协商、化解冲突、反对霸权、实现

和平发展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儒学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获得重视，这不

是偶然的，它与我们的时代面临的问题有关。如

今，人类已经可以进入外太空反观地球，但人

类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友好地生存下去却成

了问题。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走向现代化，走

向文明进步绝不只意味着技术的创新，永无止

境的发展。人类应该追求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人类与自己创造的科学

技术之间相互协调、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

社会。在重建现代性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在人类

生存发展经验中积淀形成的，具有独特内涵的

思想文化体系，儒学可作为一种重要参照，与其

他文明一道，将人类导向善，导向和平与繁荣，

导向代际的公平，导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共同

开启一个新的轴心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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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n Reference to Confucianism
NIU Xiping

Abstract: Modernity is a key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y, reflecting the aims of modernization and aris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civilizations. Western modernity, born from Greek and Christian influences, 
has advance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arkets, but also led to issues like extreme individualism. The 
current challenge is to guide global modernization by r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oted in Confucianism, offers a framework with principles of benevolence, social order, and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Confucianism’s impact on global modernization and its universal 
values can steer humanity towards a sustainable, equitable future, heralding a new era of civilization.

Keywords: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concept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nfucianism and 
modernity; basic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 core values of Confucianism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y,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Level and Emergenc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YANG Hongmei, CHEN Baoshan & YUAN K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incidence 

rate of Class A and B infectious diseases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performan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using benchmark regression models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c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8 to 2021,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internet accessibility on emergenc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evel of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emergency 
governance through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level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emergency governance 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emergency governance, bu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Keywords: emergency management ability;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level; digital space; emergenc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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