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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

——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王树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871)

摘要：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倒。但明束

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

聍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

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

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

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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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特别是西方哲学之东渐，对于中国至今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在积极方面还是在消极方

面，显然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时至今日，这种西学东渐还在进行。因此，在中国现代化继续迅速发

展的重要时刻，对于这种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教训，有必要加以反思和总结。本文更重视从吸取教训立

论。因为，除了佛教思想文化与中国思想文化在会通或融合上有成功的经验外，此后在中西会通问题

上，从明末清初以来更多的则是教训。

西学东渐从四百年前明末清初开始，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明末清初是第一个高潮，主要发生在上

层统治者和部分求新的学者中间，对于中国主流思想文化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影响。第二个高潮，始于清

末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次，对中国思想文化则发生了实质性的重大影响，其标志是“洋学堂”

的建立和教育制度的“全盘西化”。正是这种“洋学堂”和出国留学所培养的人才，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

推进思想文化建设的教师和导师。这些教师和导师中的大部分，其眼睛一方面差不多都只看到西方思

想文化的先进，而不知其先进中的落后，另一方面又差不多只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落后，而不知其

落后中的先进。这种思想文化中的西方先进论和中国落后论观念，使得中国整个20世纪的思想文化发

展，都处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之中。第三个高潮则发生在1976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时

期的初始阶段，是以《河殇》为代表，对“蓝色海洋文明”的一味崇拜和对中国“内陆黄色文明”的极力贬

抑，说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中仍有不少人还沉溺于西方中心论中。现在的情况虽有所改变，然而。中

国思想文化是否已经从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中走出来，目前尚未定论。应当说，西方话语霸权和中国“失

语症”都是中国人自己酿成的，而且是在20世纪初同时发生的。那么，何以会在中国发生这种影响至今

的思想文化现象呢?

收稿日期t2006—12—20

作者简介：王树人(1936一)，男。山东莒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哲学、美学

和中西哲学比较．

 万方数据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 43

一、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
’’

为了总结中国思想文化自现代以来“失语症”的教训，首先要把佛教传人中国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

融合获得成功这面镜子高悬起来，并借以对照后来者。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本土，初始也与中国本土思

想文化发生冲突。一直到唐代，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已经在融合中结出硕果，即中国化的佛教禅

宗，但其间表现在排佛浪潮中的冲突仍然没有停止。不过，到宋明时期，虽然理学与心学都有从儒家立

场出发对佛教的批评，如说出家事佛是放弃孝悌的自私等等，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理学与心学之所以

成为新儒学，提高了形上学的视野和境界，则有赖于借鉴和吸收佛学以及与佛学相通的道家思想。

在中国由禅宗集中显示的中外思想文化融合成功的范例，不仅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具有不可估量

的价值和意义，以至于不领会禅宗思想，就不能透彻领会自唐以降的中国思想文化，而且在20世纪初，

由于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1905—1971)用英文写成的著作传到西方，于是，禅宗思想震动了西方思想

文化界，其影响至今不减。现在要问：佛教传人中国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融合如何能够成功?其成功的

条件有哪些?简单地说，至少有以下几个条件：其一，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在会通中，是以中国本土

思想文化为根基的，譬如树木嫁接，本土思想文化如同“嫁接的母本”。其二，在会通中能固本的前提，是

国力和国势的强盛。其三，两种思想文化在会通与融合过程中，能保持互相尊重和平等相待的态度，例

如，历史上许多禅师与当时的士大夫都是好朋友，能在思想文化诸学术问题上互相切磋等。其四，融合

不是凑合、混合，而是双向扬弃而最终达到双向创新。确然，对于思想文化的引进国而言，思想文化融合

的根本目的，乃是推进本土思想文化的创新。所以，融合必须以本土思想文化为本或根基。而固本或以

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为根基，其前提必须是强盛的国力、国势。佛教从汉代传人而至唐代完成融合，结出

硕果，即产生中国化佛教禅宗和中国文化各层面融进禅学的双向创新，绝不是偶然的。事实上，那正是

中国历史上国力、国势最为强盛的两大朝代。在上述条件下，即使由于思想文化的异质性而发生思想文

化上的冲突，也会是“不打不相识”，冲突、碰撞最终成为融合的前奏。下面我们就以这面镜子为参照，分

析明末以来中国所面对的三次西学东渐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二、中西思想文化两极对立及其教训

利玛窦、艾儒略、利类思和后来的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一批批传教士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

几乎用毕生精力学会和运用汉语，而把西方先进的数学、逻辑还有大量神学著作翻译成汉语出版，在明

末清初的中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他们在中国传教的主要目的却没有像前面所说的佛

教那样获得成功呢?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大家，不仅积极参与

西学的翻译介绍，而且对于天主教也虚心探微，身体力行，人教而成为天主教徒，并在中西思想文化比较

中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特别是徐光启提出了极富远见而至今仍然落地有声的箴言：“欲求超胜，必先会

通。"[1](P76’由此可见，徐光启一方面清楚地看到西学先进之处，需要借鉴和吸纳，以求中华民族思想文化

的超胜发展，同时，又绝不是因为西学先进就拜倒在西学脚下。但是，徐光启等人这种极富远见的理想

却为什么不能实现呢?这有着深厚的背景。 。

明末清初之时，即17世纪、18世纪之交，与汉唐之时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会通相比较，可以

说，中西双方各自在会通上都还不具备充分可能的条件。就西方基督教而言，传教士们即使为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震撼，也只是想在策略上有所改变，表现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所谓“附儒”与“合

儒”路线。但是，这条路线并不是要根本改变基督教当时的征服欲，即不改变他们要以基督教思想文化

最终取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目的。在这方面，传教士们有一个幻想，以为在中国可以像在西方那样，只要

把皇帝归顺为基督教徒，就可以由皇帝带头信教而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2](P‘3’。但是，从汤若望试图对

顺治帝归顺基督教，到南怀仁给康熙宣讲天主教神学，试探让康熙皈依基督教，其结果都归于失败。特

别是南怀仁的试探，不仅没有得到康熙的响应，反而受到康熙对天主教“道成肉身”等教义的批驳和讽刺

挖苦。由此，他们的这种幻想也破灭了。而这个幻想的破灭，正表明在思想文化会通上，不相互尊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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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采取平等态度，而实行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是绝对行不通的。有意思的是，在罗马教廷那里，连利玛

窦试图以曲线策略实行征服中国思想文化的做法，也不允许。著名的“礼仪之争”事件，就是由此而发

生。1715年罗马教皇克来门特十一世公布“自登基之日”的教谕，严禁中国教徒“祀祖祭孔”。康熙闻此

谕非常生气，认为西洋人不晓“中国人之大理”。康熙由此认为，此后洋人不必在中国行教，“禁止可

也巩3]‘P28"。

虽然传教士们学会了使用汉语，也熟读中国经典，甚至能用汉语言文字写出古诗词，但是他们与当

年佛教高僧对待中国思想文化的态度，却存在根本区别。佛教高僧们能够经过读中国经典而接受中国

思想文化的洗礼，不是以佛教思想文化取代中国思想文化，而是在发挥自身影响的同时也改变自己，使

之改变为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从而能融合到中国主流思想文化之中。但是，基督教由当时传教士所表

’现的态度，则与佛教的态度正好相反。传教士们之所以屡次遭到代表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的学人和统治

者的反对，甚至被监禁和驱逐，乃是与其骨子里的征服欲和取而代之的霸权主义分不开的。他们学习汉

语汉字和熟读中国经典，不是从尊重中国思想文化的自主地位出发，不是接受洗礼和改变自己，而只是

为实现他们的思想文化霸权主义所采取的手段而已。

另一方面，从明末清初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当时中国还处于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但作为封建专

制帝国的延续，到此时已经是在走下坡路了，因而已经失去汉、唐那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目渐趋于固

步自封的保守境地。与基督教当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僵硬态度相对应，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基督教思

想文化的态度也是僵硬的。如果说基督教一意孤行、坚持征服异教的立场不变，那么中国明末清初的统

治者坚持儒家道统也绝不动摇。不用说明末朝廷的腐败，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就是到清代，康熙皇帝

虽然有兴趣涉足西学，但也是以保持祖宗之法的不变为前提，对西学只是猎奇地拿来用用而已。这个基

本原则，一直保持到清末。而张之洞等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对这种保守立场作出的理论

概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从著名的“康熙历狱”事件中见出一斑。

由传教士引进的数学、天文历学、地理学以及具体技术，在当时已经显示出比中国文化先进的特征

了。但是，传教士引进这些科学与技术，不过是以此作为铺垫来传教，以达到他们使中国思想文化基督

教化的目的。对于传教士们的这种目的，最敏感的不是当时热衷于积极引进西学的开明派，而是维护儒

家道统不变的铁杆保守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挑起“康熙历狱”事件的杨光先。出身布衣的杨光先为

了维护儒家道统，早就敏锐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试图以基督教思想文化取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用心，所以他

很早就展开对基督教的批驳。在顺治十六、十七年间(1659—1660)杨光先就写出《辟邪论》、《摘谬论》、

《选择议》、《正国体是稿》等，广为散发，煽动反对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在康熙三年(1664)，他向朝廷上表

《请诛邪教状》。其中主要是状告由汤若望把持和传教士为主要成员的钦天监，其罪名为“造传妖书惑
‘ 众，邪教布党京省，邀结天下人心”、“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等[4](P1盯5_107∞，特别是还把顺治帝和董鄂

妃之死，归罪于汤若望择荣亲王葬期失当所致。杨光先这一状告的结果，就是使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

等传教士在这年9月被羁押，并波及在华的传教士几十人下狱。在钦天监做事的中方人士还有的被处

斩。这就是有名的“康熙历狱”事件。而事件的最初结果，确实把洋人控制的钦天监大权夺回，并由杨光

先担任监正。但是，杨光先并不懂天历之学，又因中国传统历法不如西历先进，所以，由于测算错误而被

传教士们抓住反告，并说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入”。结果，这一反告不仅使杨光先被革职，而且险些

被处斩。可以看到，“康熙狱历”的实质，乃是基督教与儒家道统的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借助历法只是

一种手段。在这场较量中，我们已经看到，中西双方都是不思会通而持两极对立态度。就中国一方而

言，无论作为统治者的康熙，还是布衣杨光先，对于天历之学都不是在中国历法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学

而求在会通中超越西学。相反，杨光先死抱住中国旧法不放，不思借鉴吸收西法，而康熙则是中国旧法

不行就改用现成的西法。不难看出，中国自康熙开始的这种不思会通而一味对西学采取“拿来主义”的

立场，正是开了在思想上依附他人和“吃现成饭”的先河。清末张之洞等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不过是这种不思会通和依附他人“吃现成饭”的一种动听说法而已。当然。不能完全否定“拿来主义”。

问题是不能单纯依赖“拿来主义”。虽然“拿来主义”可以在某些方面光耀一时，但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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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为它缺乏根基。反之，必须把拿来的东西“嫁接”在自己民族思想文化的母体根基上，才能焕发出

创新的长久生命力。而这种需要花力气的会通，恰恰是明末清初中西双方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从而也

就“打而不相识”，没有取得真正会通的成果。

。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与失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这种西学东渐汹涌澎湃的大潮的

表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尽管左、中、右各派及其各自所走的道路不同，尽管对西方思想文化截取

的重点不同，但是判定西方思想文化先进，中国思想文化落后，则是基本相同的。而且，对西方思想文化

采取“拿来主义”和不思会通的态度，也基本相同。所谓“国粹派”与上述各派相比，只是一个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的微弱声音。“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风潮，即高扬西学并不断引进，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但这一基调，却使中国完全失去这个会

通的根本条件。甚至，当年传教士渴望以基督教思想文化取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梦想，到20世纪由中国

人自己以另一种形式替他们实现了i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西化”风潮，在历史的进程中

逐步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一直到今天，其巨大的功绩依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人为此

付出的思想文化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个代价就是，几代中国人与自己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断裂，致使中

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

话语对于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于话语体现着视野和境界或通常所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

话语不同的实质，又在于不同话语显示的思维方式之不同。西方话语所显示的，是理性的、逻辑的概念

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话语所显示的，则是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在中国走向现代化时，不能不弥补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缺乏理性逻辑概念思维这一课，实际上中国人自清末民初以来积极引进西学，就是

在弥补这一课。但问题是，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一方面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却在贬抑和

牺牲自己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为什么完全忘记了“会通以超胜”的箴言?难道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必须

以牺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代价吗?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经过五千年积淀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思

想文化，不仅是中国思想文化新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思想文化发展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由于整个20世纪中国人自己都在贬抑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所以，就造成今日中国接受西方话语

霸权而“失语”的处境。这种处境之所得，是看得见的；而其所失，却是内伤，是看不见的，也不为一般人

所觉察。所谓看得见的所得，就是经“拿来主义”而为我们所用的西方话语，或由这种话语所体现的理性

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不错，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我们与西方能比较顺畅地交往和引进西方的科学

技术和管理方法。应当说，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与此密切相关。而所谓内伤，则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贬抑

自己的民族思想文化或与之断裂，由此我们失掉的乃是与西方思想文化会通或融合的根基，或者说因为

耽于“拿来主义”而非会通，所以也就失掉了“会通以超胜”的原创力，从而只能处于在别人的后面跟着跑

的境地。从长远的发展战略眼光看，这里提出的关于“会通以超胜”的原创力问题，在中国现行发展阶段

上，不能不说是目前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思想文化问题之一。

四、找回“失语"

这里存在三个问题：所谓“失语”实质上到底失去了什么?为什么必须找回“失语”?如何找回“失

语”?首先，在理性、逻辑欠缺和科学技术落后的中国，对于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极力推崇，对于科学

技术极力推崇，应当说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追随“西方中心论”的亦步亦趋过程中，把这种推崇变成

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时，就把理性和科学异化了。就是说，变得一叶障目，看不到也不思考中国悟性的

诗意的“象思维”的重要价值。本来应当是“补课”与“会通”，但是却走向“取代”。这就是说，以西方思想

文化取代中国思想文化，以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取代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其结果，就使中国几代

人与传统思想文化断裂，使中国文化人本来得心应手的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从修养中丧失而变得陌

生。由此可知，所谓找回“失语”，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对于传统思想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回归，使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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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维之外还能找回久违了的“象思维”。至于找回“象思维”的必要，则在于“象思维”是比理性思维

更加本原的思维，是先于理性思维而产生的思维，是孕育创生理性思维的思维。即使在理性思维产生之

后，理性思维的运行一刻也离不开“象思维”隐身的推动。“象思维”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原发创生的思

维，是使一切创造可能的思想源泉。就是说，一切创造都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象出发，从“象的流动

与转化”出发。艺术、科学、思想等等一切创造都是如此[5]。

现今世人多看到理性、工具理性在科学技术和生活领域所展现的几乎覆盖一切的威力，而不知道这

种威力背后作为本原的、悟性的原创威力，或者说不知道比理性、工具理性更加根本的“象思维”的原创

威力。即使在西方世界，推动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在各领域发明创造的能力，例如，首先发现问题

和提出问题的能力，都不是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而是“象思维”。或者说，他们发现和提出新问题，

也是在观象并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之悟中完成的。当中国人在ZO世纪贬抑自己民族思想文化时，其所

造成的“内伤”，就是使中国人在获得理性和工具理性能力的同时，却使自己长于悟性的原发创生能力受

到极大的压抑。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满足于“拿来主义”的迷梦中醒悟过来，不去寻找丢失的原发创生之

源，就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也就不可能以真正原创的辉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如何

去找回已经丢失或“集体失去记忆”的悟性的具有原发创生的“象思维”呢?

为了找回丢失的悟性的“象思维”，必须首先亲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亲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

必须从重温传统经典文化人手。其次，必须从对教育制度的反思和再革新着手。哲学研究作为提出问

题，似乎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不过，作为反思还要把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具体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在

教育革新中，为引进和接受西方话语，不惜与传统文化断裂而把悟性的“象思维”剔除，这个经验教训必

须吸取。我们应牢记的是，现今为了恢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地位，绝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牺牲现在

已经掌握的西方话语。相反，恢复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

中才能逐渐完成。显然，这个找回的“失语”已经不是固有的传统“话语”，而应当是经过会通而丰富发展

了的中国“话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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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李承贵.Li Chenggui 欧阳修与佛教——兼论欧阳修佛教观特质及其对北宋儒学的影响 -现代哲学

2007,""(1)
    欧阳修对佛教的理解是表层的;欧阳修评论佛教的基调是批判的;欧阳修排佛立场是终其一生的;欧阳修佛教观具有"本位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特点

;在欧阳修所制定的消解佛教的策略中,不仅使佛教获得了养息的机会,而且使儒学得到了伸展的空间,从而为佛、儒关系在宋代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2.学位论文 李伏清 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2008
    儒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除却孔孟宋明心性天人合一之学的-脉潜通外,还有为理学家所斥为“异端”的非正统儒学,后者彰显的仍是儒家的精神

。如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虽表现为路径上辟佛、心性“道统”论和统合儒释、天人不相预论的不同,在实质上,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中唐儒学重要的组成

部分。韩愈学说备受关注,柳宗元思想却被搁置的历史现实,使得我们重新认定柳宗元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颇有必要。另外,“唐宋”变革日益成为当今学术

界热门的话题之一,具体在思想文化领域,反映了唐宋之间的因承性和断裂性以及唐代前后两期思想的显著差异性。前唐承接汉学,中后唐开启宋学的事实

,表明中后唐在思想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因此,我们研究处于中后唐时期的柳宗元在复兴儒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由此反映中后唐儒学与宋明

儒学之间的历史联系颇有意义。唐代的学术环境大体上为“末学驰骋,儒道不举”。在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强大势力的冲击和儒学内部经学僵化、文学浮

靡而失却世用之弊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汉皇改运”后“儒学独尊”的地位,以满足整顿社会风气和应对佛道挑战的需求,成为唐朝士人们共同思索的

问题,即儒学复兴成为中唐重大的时代问题。这一课题具体而微地表现为四个方面的选择:首先,如何选择对待佛教的态度,是以儒统合佛教,还是以儒家的

基本精神构建道统来辟佛；其二,如何重归儒学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就天人关系而言,即孔子以降孟学路线和荀学路线的选择；其三,儒家经典如何重

新获得活力：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即章句训诂与义理诠释的选择；其四：如何重现儒学的教化功能：“以文掩道”与“文以明道”的选择。柳宗元

一生以“明道”为志向,以复兴儒学的高度自觉,对以上问题做出了矜创性的解答,由此形成了与儒学在宋明再度复兴的历史联系。

    首先,“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鉴于中唐佛教的高度中国化及其影响的深刻性,中唐儒士开辟了以儒统合佛教的道路。这一路线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

、紧迫性和现实可能性。具体而言,韩愈、李翱表面上辟佛而无多创见,在实质层面融佛而又多有造诣。而柳宗元在儒学的视野下,既表现出对佛教的认同

,又表现为对佛教的批判。于前者,柳宗元基于中唐佛教高度世俗化的现实,认为在“孝道”、仁义、礼法和戒律等方面,佛道“不与孔子异道”,佛教理论

有“与《易》、《论语》合”之处。同时,柳宗元以儒家“入世”的品格来消释佛教的“出世”色彩,发挥佛理的优越性。于后者,柳宗元批评时禅“流荡

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脱略方便”、“言体而不及用”等弊病,折射出守礼法、尊经崇圣、修身养性等儒家思想主张。此外,还从学

风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评,体现了儒家经学、文学的主张。总体上,柳宗元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不离“复兴儒学”这一重任,主张“统合儒

释”。可见,韩柳表异实同、殊途同归。然而,以“仁”、理为基点的道学,公开视佛教为异端,以辟佛为己任,这样,韩愈就被他们重视列为“道统”,而柳

宗元则被搁置一旁,甚至被斥为“异端”。其次,以“天人不相预”的天人观重归儒学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在孔子那里,天人关系这一基本的哲学问题

,蕴含着孟子天人合一的路线和荀子天人相分的路线,孟荀天人观实则殊途同归,都在于彰显“人道原则”。前者经过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比配和发展,走向

了天人感应论。这一理论在伸长人道原则的同时,又将儒学基本价值淹没于神学的迷雾之中。柳宗元将荀子--王充天人相分的路线贯彻下来并加以推进

,其一,发展了“自”论思想,将自然说贯彻于宇宙论和人生观、价值观；其二,提出了“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从宇宙论的角度还原“天”的“自然”性

,全面而又深刻地批评两汉天人神学目的论,将传统的“人道原则”从神学呓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其三,发展了孔孟荀的圣人观,将性“朴”论发展为人

性“自然”论,认为人性是“明”和“志”的辩证结合,发展了“大中之道”,提出了“圣人与人无异”的观点,是人道原则在理想人格中的体现。其四,与

其理想人格紧密关联的是“至公”的社会理想,将基于儒学人道原则的民本思想发挥为“利民”和“民利”、“民役而非役民”的“利安元元”的主张。

总体上,柳宗元承继了被以后宋明理学视为异端的荀子天人相分路线,这使得他与发挥孟学天人合一路线的宋明理学家拉开了距离。

    再次,“由我而得”、借圣立言的解经范式革命。在佛教义疏经学的影响、刺激和启发下,在疑古思潮悄然兴起之际,日益陷入泥淖、遮蔽儒道的中唐

儒家经学内部宜时而行的解经范式变革破茧而出。以啖助、赵匡、陆淳为开创者,以柳宗元、吕温为推进者的新《春秋》学派主张,一方面“解构”、超

越传统章旬学,另一方面又从经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发起了对“义理”的追求,主张以“大中之道”为支柱,重新“解释”传统经传,“六经注我”,由“我

”明“圣人之心”,发明“微言大义”,以此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使儒学经典重新获得生命力,充分彰显儒道的政教世用性。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

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创造力。另外,柳宗元发展了“舍传求经”、严格区分经传以及疑古、辨伪的方法。可以说,新《春秋

》学派推进的解经范式的变革,较之以钦定《五经正义》为标志的唐初经学复兴的经学研究范式,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可见,新《春秋》学派的主张与宋

明经学主张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宋学的生命上溯至中唐。

    最后,“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在儒学传统中,“文”“道”本为一体。“文”蕴含着“尊经”、“崇圣”、“复古”的思想,包含教化之意,存在

显化儒道教化的可能。与异化了的注疏章旬经学遗失了儒道一样,走向极端的六朝骈文遮蔽了儒道,其弊病都在于失去了辅时济世、经世致用的品格,备显

空虚,没有内容。在唐宋复兴儒学的时代课题下,文学革新与经学变革有如一卵双胎。柳宗元从“文”与“明道”、“取道之源”与“旁推交通”、“为

学”与“为文”、“志”与“言”、“术”与“心”、“文采”与“明道”和“古文”与“古道”等方面,发展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而别于宋代“文以

载道”的思想。我们通过对唐之前的文道观、唐代文道观和宋明文道观的考察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一条主线,即儒学视野下的文道合一观,然其中又有重

道轻文和文道并举之差别。唐宋文道观意在力纠“技之文”之弊、发明儒道的教化功能,既是儒学视野下的文学变革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实际上,传统儒家的文道观念本身内蕴着向道偏重的倾向,这点在唐代早期古文运动和两宋道学中表现尤为清晰。唐代的柳宗元和韩愈与宋代的欧

阳修和苏轼等人在承继前人文道思想的同时又表现为对重文轻道、重道轻文思想的修正,主张“文”和“道”的辩证统一。我们从以上可见,柳宗元在复

兴儒学方面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对后学尤其是宋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理学家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搁置柳宗元的思想而忽略柳宗元在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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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复兴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3.期刊论文 矫海霞 儒学对佛教的批评及佛教的回应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9(4)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论体系乃至行为、生活等都与儒学发生冲突,儒学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角度对佛教进

行了批评,佛教对此也作出了回应,批评与回应的焦点和重点是伦理观.

4.期刊论文 方彦寿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

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

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

".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

某种可能.

5.学位论文 陈钟楠 契嵩思想与宋代佛教的儒化 2002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历史最久的一支。它虽然产生于印度，却辉煌于中国。佛教向中国化的转变，早在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之日起，便拉开了

序幕。在密切配合不同社会时代需要的宗旨下，佛教不断地调整充实、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使其最终得以在中国社会生根发展，并成为中国文化的

重要一支。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印度佛教中国化最终完成的时代。这当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佛教在改变修行方

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理论儒学化的转变。本文便是以北宋著名禅僧契嵩的儒佛一体思想为切入点，论证两宋时期中国佛教儒学化的历史过程及其

深远影响。全篇论文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述自东汉以来佛教向儒学转化的历史源流。第二部分：通过对明教大师契嵩儒佛一体思想的阐释，进

一步论证宋代佛教儒化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契嵩儒佛一体思想对宋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6.期刊论文 李承贵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 -中国哲学史

2008,""(1)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

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

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

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7.期刊论文 李承贵 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4)
    高攀龙对于佛教的观点有:佛教所言"性"所言"善"都不具有"天理"之内容;无论是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限,还是从讨论问题的内容看,佛教与儒学

都不是一家;佛教有蔑视礼教、没有情义、自私等缺点.本文的评论是:唯一的儒学坐标、片面的否定态度及对儒学基本主张的持守,凸显出其思想的儒学

特色;而对佛教的认知与评价不乏误读之处.

8.学位论文 韩毅 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 2004
    宋代,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在这一变革之下,僧人群体与儒学思想发生了哪些矛盾和斗争?僧人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和态度如何?为什么

佛教与儒学会发生合流?佛教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僧人群体对宋学主体精神的变迁及其对儒家反佛、儒学思想、儒家伦理、儒家史学、儒佛道

关系的认识和态度如何?对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南宋道学的兴起,产生了什么样的学术指向?目前的研究仍显薄弱,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该论文以转

型与整合为视角,以僧人这一特定群体为考察对象,从宏观和微观、横向和纵向上剖析了宋代僧人与儒学的关系.这对于从一个文化转型与整合的时代总趋

势,来重新认识和考察两宋时期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宋代僧人群体,无论在"儒学化"的数量上,还是在"儒学化"的水平上,都超过了历史上

任何一个时期.在该论文中,作者主要选取了宋代几位最具代表性的僧人——智圆(宋初)、契嵩(北宋中期)、宗杲(北宋末期南宋初期)、志磐(南宋中后期

),从佛学的立场探讨了他们儒学化的过程及其对儒学的认识和态度;对僧人群体"新儒家先觉"的作用,给予了系统的阐释和论证.该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

绪论,主要论证了该论文选题的意义,并依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宋代佛教、僧人群体、研究状况、主要内容、史料问题及研究方法等,给予了详细的分

析和探讨.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宋儒的反佛与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件

大事,也是宋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的特点之一.了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态度,有助于我们剖析宋学形成前后儒佛思想的渗透、融通及其向纵深领域

内的发展,审视宋代学术思想史中儒佛关系的"矛盾"性.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人对儒学思想的认识.唐宋社会的转型与僧人群体的儒学化趋势,使他们

对儒家经学、古文运动、中庸之道、心性义理之学、"入世思想"及儒学代表人物等,有了较为深刻地认识.这些认识为我们重新审视佛教在宋代的儒学化

,以及僧人群体在宋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人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认识与态度.儒家伦理是儒学思想的核

心,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无父无君"思想,首当其冲的与儒家伦理发生了冲撞.宋代时,随着佛教的儒学化,僧人群体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认识与态度

,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不仅认同、肯定儒家的"孝亲"、"孝忠"思想,而且还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其引入佛教,以此阐释佛门之学.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

人对儒家史学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北宋中期以来,儒家史学思想出现了重大的转型.以赞宁、道原、惠洪、志磐等为代表的僧人群体,对儒家史学的这一变

化,给予了有力的回应与批判,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佛教僧人对史学思想的认识和看法.从《四库全书》和《大藏经》中宋代僧人的史学著作可以看出,宋代

的佛教史学,不仅丰富了佛教自身,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份,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值得作进

一步的探究.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人对儒佛道关系的认识与态度.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渐形成儒佛道三教既互相冲突、斗争又互

相渗透、融合的局面,在宋代最终形成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新格局.因此,从佛学的角度透视僧人群体对三教关系的认识与看法,有助于我们更好

的解读宋代学术思想史的传承与流变.第七章为结语,对该论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及该文的主要观点作了详细的概括与总结.

9.期刊论文 冯培红 五凉的儒学与佛教--从石窟的早期功能谈起 -兰州学刊2006,""(1)
    五凉时期,儒学发达,佛教始盛.在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中,此时开凿了一些石窟.本文从这些早期石窟的始凿及其功能这一视角出发,对五凉时期的

儒学与佛教状况进行了对比考察,认为五凉前期已经有了开凿石窟之事,但多为儒学学者所居,他们著书立说,聚徒授学,从事私学教育,规模可观.后来,随

着官方儒学的进一步兴盛,民间私学逐渐从山区向都市转移,儒学遂离开深山,而佛教在五凉后期趁机占据了祁连山一带的石窟,开始了佛教石窟的时代.

10.期刊论文 彭华.PENG Hua 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2)
    古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就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与作用而言,佛教和道教确实是不可与儒教比肩的.佛教在中

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

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佛教伦理和道教伦理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阐述忠孝思想作品的撰写、忠孝思想的提倡、戒律与"五常"的会通、以忠孝作为宗

派立教之本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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