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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儒学的发展现状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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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国现代社会因存在金钱万能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由此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传统文化

的崩溃。韩国儒教经历了古代至三国时代、统一新罗至高丽时代、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朝鲜建国到壬辰

倭乱、壬辰倭乱之后到朝鲜后期为止以及现代儒学。儒教文化在三个层面表现出现代意义: 一是以“追远报本”为

基础并进而扩展开来的孝道，二是以韩国的美丽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儒教式心性修养的价值，三是国权丧失时期，

由救国义兵们所表现出来的忧国意识和忠节精神。所有这一切，皆可以成为现时代克服道德沦丧、化解社会危机

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儒教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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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为什么又是儒学?

现代社会因产业化、西方化、都市化、巨量化、密集化、便利化、迅捷化等等之故，物质价值愈发获得肯定

并领先于精神价值，因而产生了金钱万能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由此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传统

文化的崩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1、企业的腐化和不道德的商业主义风行; 2、家庭及社会共同体的破坏;

3、自然环境的破坏; 4、人性及道德的丧失; 5、功利主义及排他主义的膨胀; 6、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疏远，等等。近来，为了克服产业社会带来的问题，回到儒教、以儒教来解决问题的呼声在全球各地不断

涌现。学者们的忧患意识和努力是受欢迎的，但对于他们的观点却有来自不同立场的争论。在韩国，围绕儒

教而展开的或肯定或否定的争论有日趋活跃并深化的趋势。
韩国在 1876 年开放港口以后开始了产业化，1910 年被日本占领国土后，作为日本的军需基地，产业化获

得进展。光复后，因 6． 25 战争，那一个时期的成长基础完全被破坏，在没有构建起自立经济基础的条件下，

只好通过获得美国经济的支持来寻求安定。第三共和国以后开始实行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产业化有了进展，

从 1962 年到 1982 年期间实现高速成长，形成了划时代的二次产业成长和大出口。从那以后，产业结构由轻

工业换成重化工;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又进行了以服务产业和情报通信产业为中心的新产业化。
但这样的产业现象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网络情报通信网的发达为人提供了便利性的一

面，但与此有关的电脑系统或利用电脑空间妨害公共利益，增加了对健康网络文化的侵害。近来，网络犯罪

给不特定的多数人带来了很坏的影响。由此派生的人性丧失和道德性丧失造成了极度的功利主义和政治腐

败。这样的现象渐渐地将人的精神世界变为一片荒芜。在这个缺乏道德精神的现实世界里，战争常年不停，

犯罪到处发生，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们也牵连于各种腐败与贿赂当中。所有这一切皆源于极度的发展所造成

的人性的极度丧失。
那么，面对这如同世界末日般的乱象，人类该以怎样的方案去应对呢? 人们想起儒教。因物质文化的发

达，这个世界已进入一日生活圈。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交流较以往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加突出而需要给以

特别重视。那么，在这样一种语境当中，儒教文化将扮演怎样一种角色呢? 在这丧失人性的时代，儒教文化

的现代意义又是什么呢? 本文以韩国的儒教为中心，通过考察韩国儒教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揭示儒教的当

代价值，探讨儒教的世界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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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国儒教的起源与发展

1、古代至三国时代

关于韩国儒学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张志渊认为: “檀君以后，殷国箕子①来到朝鲜，根据洪范九

畴，制造八条禁法，在治理百姓的报告里能找到儒学的起源。”②认为洪范九畴形成了儒学文化的基点。李秉

焘《国史大观》则推断:“设置汉四郡时，通过乐浪，由那些移民们引入了儒教文化。四郡中的乐浪位于西海岸

地区，和汉朝的本土有密切联系，同时汉朝的管理人员、商人、知识分子、富豪、农民等频繁往来，因此都市性

的气氛逐渐成熟。估计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儒教文化自然地流入朝鲜。”③我们推测，正是在这个时期，朝鲜

开始借用汉字并开始接纳儒教经典。之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 372 年) 在中央设置太学。太学是为了培养

儒教性政治理念的人才而设立。在太学里用儒教经典五经和历史书等作为教材。在长寿王时期，有私立学

校开始教授儒教经典和射箭法。而根据日本的纪录，285 年百济的王仁博士传给日本《千字文》和《论语》④。
有五经博士制度的百济则不仅推广儒学，还使用汉文编纂国史。

位于韩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与中国的交流有困难，只能通过高句丽或百济接受唐朝的文物。虽然晚出，儒

教热风也在新罗刮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将花郎道教育发展成为儒、佛、道的综合教育。圆光法师的世俗五

戒也是以儒教为基础制定而成的，其中出现的孝、忠、信等观念即是出于儒教道德。到了新罗末期 640 年( 善

德女王九年) ，新罗首次派弟子到唐朝的国子监入学后，有很多新罗的学生纷纷以“宿卫学生”的名义来唐朝

留学。受学年限是十年，除了儒学外，还学阴阳学、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玄相允认为朝鲜儒学即起源于此⑤。
2、统一新罗至高丽时代

强首( ? － 692) 是统一新罗时期的儒家学者及文学家，仕途上历任各种官职。他是以儒学和文章著名于

世的代表性学者，为儒教政治理念在新罗中代时期的确立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去唐朝留学时，他的父亲问:

‘你要学佛教还是儒教?’他说:‘我听说佛教是教导脱离世界，我是人间中的一人，怎能学佛教呢? 要学儒教

的道理。’”这句话在《三国史记》的列传里流传。它确认儒教是人世间切实的学问。
新罗统一三国后正式开始了儒学教育。神文王二年( 682 年) 受唐朝的影响设立了国学，讲授《论语》和

《孝经》、《周易》、《尙书》、《毛诗》、《礼记》、《春秋》等。国学教授薛聪以汉唐儒学为中心，依照训古学的方

法，用方言( 朝鲜语) 解读九经，并整理了比较混乱的吏读文字( 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一种文字) ，使之系统

化，对朝鲜古代文化和儒教经典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设置于新罗 788 年( 元圣王四年) 的读书三品科是发展

儒教的巨大契机。这是本着儒教政治思想、以政治运作为目的而设置的。其毕业考试，是通过对儒教经典理

解的能力考核，将学生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并作为选拔任用时的参考，这也是国学毕业生涉足官职的

制度性保障建制。下品指的是读过《曲礼》、《孝经》的人，中品指的是读过《曲礼》、《论语》、《孝经》的人，而

上品则是指读过《春秋左氏传》、《礼记》、《文选》，精通文意而又同时懂得《论语》、《孝经》的人。特别是那些

精通五经、三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 、诸子百家书籍的人，更被尊为特品而被特招。从 821 年( 宪德

王十三年) 新罗宿卫学生金云卿在唐应试登第开始，到新罗末期为止，登宾贡科者共有 58 人。宿卫学生追寻

中央的儒教政治理念，通过在地方社会普及知识来维持罗末丽初的儒学传播。韩国儒学元祖崔致远( 857
－ ?) 12 岁去唐朝留学，18 岁考中宾贡科，后起黄巢之乱，因写讨黄巢檄文而出名。他写的《桂苑笔耕》是韩国

最早的文集。他精通佛教但却标榜儒家的学问，被认定为对儒教的发展贡献最大，所以配享于朝鲜成均馆文

庙，并被追封为文昌侯。
太祖王建建立高丽的同时确立了佛教立国的理念。所以高丽的儒学振兴是在光宗时期开始的。958 年

光宗接受了由中国后周入籍高丽的翰林学士双冀的建议，首次实施科举制度，目的就是培养具备较好儒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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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是中国 ( 商) 的君主文丁( 又称为太丁) 的儿子，是纣王的叔父。
张志渊:《朝鲜儒教渊源》，汇洞书馆，1922 年版，第 1 页。
参考秉焘:《国史大观》，普文阁，1961 年版，第 40 － 45 页。
尹丝淳:《韩国学研究入门》，知识产业史，1989 年版，第 261 － 283 页。
玄相允:《朝鲜儒学史》，民众书馆，1949 年版，第 14 －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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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能力的新官僚阶层。982 年( 成宗一年) ，成宗让京官五品以上者提交封事论，讨论政治的成败，采纳了

参与讨论的崔承老等儒学家的上疏，决定采用宋制以巩固国家基础，并以儒教作为立国安邦的指导性原理。
这个时期对振兴儒学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是崔承老和金审言。

成宗十一年( 992 年) 设立了国子监。高丽王都很重视国子监教育。1109 年( 睿宗四年) 为了使教学课

程系统化而在国子监设置了七斋。七斋是七个专门讲座，有学《周易》的丽泽斋、学《尚书》的待聘斋、学《毛

诗》的经德斋、学《周礼》的求仁斋、学《戴礼》的服膺斋、学《春秋》的养正斋以及学武学的讲艺斋。忠烈王元

年( 1275 年) 改为国学，同王二十四年( 1298 年) 改为成均监，同王三十四年( 1308 年) 改为成均馆，恭愍王五

年( 1356 年) 重新改为国子监，同王十一年( 1362) 又改为成均馆。
文宗时期，数一数二的名儒是崔冲，时人誉为“海东孔子”。崔冲辞退官职后，为了培养晚辈而开设私塾，

因学生渐多，便建造了九个学舍，分别命名为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称“九斋学

堂”。学科设置以五经三史为中心并加以诗赋词章。崔冲过世后，谥号“文宪公”，故其私学又称“文宪公

徒”，成为科举考生的准备机构。崔冲将自己的哲学接轨并融入到对儒教经典的解释当中。
高丽时期振兴儒教的杰出人物还有金富轼( 1075 － 1151 ) 。他是高丽中期的儒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是

典型的中世纪的儒教合理主义者。他的《三国史记》就是站在儒家的立场而写成的。他的门徒尹彦颐( ? －
1149) ，精通《周易》，文章杰出，著有《易解》。

3、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

自高丽末期安珦( 1243 － 1306) 传入性理学以来，文风开始有所变化。安珦为高丽忠宣王的宠臣，曾扈从

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程朱理学，十分推崇朱熹。公元 1289 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归国后

便开始在太学引入、讲授朱子学，培养了众多文人，为高丽末朱子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安珦弟

子白颐正( 1247 － 1323) 也是忠宣王的侍臣，也曾随忠宣王入元，并在元大都居留十余年，期间对性理学有了

较深的关注，并对程朱的著作进行了研究。回到高丽时，带回了程朱的书籍与《朱子家礼》，传给了李齐贤、朴
忠佐等。李齐贤在性理学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引进及发展性理学的同时留下了很多诗文。
安珦的学问传统通过李齐贤传授给了李穑( 1328 － 1396) ，此后经由郑道传、权近与卞季良等朝鲜初期性理学

者得以传承。
关于高丽末期性理学的繁荣及其传承，郑道传这样说:“近代先有了像李齐贤这样的大儒，开始倡导古文

之学，紧接着则是李谷与李仁复，现在牧隐李先生( 李穑) 很早就继承了稼亭( 李谷) 的训教，去中原留学，得

到了渊源正宗的师友，穷究了道德与性命之学，并在回国后以此教导诸生。在此教导下而兴起的人物非常

多，其中就有郑梦周、李崇仁、朴尙衷、朴宜中、金九容和权近、尹绍宗等，还有像我这样的不肖之徒也挤进了

他的队伍中。”①他们的思想基础成为了朝鲜的建国理念。
4、朝鲜建国到壬辰倭乱为止

性理学是朝鲜文化的鼓风机，也是伦理道德的渊藴。从朝鲜将儒教视为“国是”开始，文化的中心便由

高丽时的佛教转变为以礼乐为内容的儒教。在朝鲜建国这个新的时空维度里，所有方面都为改革并创造出

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儒学精神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条件。这种上升的气氛不仅促成了文化的变化，奠

定了艺术的方向，而且在文学上成就了一种新的诗文形态。
性理学的旗帜在所有方面都得到高扬和跟从，简直可以说成是一场性理学的革命。在这场世所罕见的

巨大的精神变革中，儒学职能的转换和扩展，使其最终成为了朝鲜建国的精神支柱。而在这个过程中，郑道

传与权近为儒教成为“国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郑道传已经打好了朝鲜建国的儒教基础，所以宫廷、成均馆以及汉阳的城市结构也都建设得非常具

有儒教文化色彩。在这种情势下，朝鲜的儒学开始了急速的发展。朝鲜在中央建立了文庙与成均馆，各地方

郡县也都设立了乡校。朝鲜的天、地、人所有的一切都沉浸在了儒教新兴的气氛当中。世界罕见的朝鲜儒教

革命，进行得非常成功。
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折衷郑道传的宰相中心的政治运营论与太宗的王权强化论，努力建设一个儒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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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道传:《三峯集》，3 卷，序，〈陶隐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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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国家。尤其是设立、运营了用以强化世宗王权的学问研究机关———集贤殿，并确立了以国王为中心的

强力的中央执权体系。
此后，因世祖发动癸酉靖难，朝鲜的儒林社会开始发生动摇。成三问( 1418 － 1456 ) 、河纬地( 1387 －

1456) 、李垲( 1417 － 1456) 、柳诚源( ? － 1456) 、朴彭年( 1417 － 1456) 、兪应孚( ? － 1456) 等六人因图谋端宗

复位被发现而被处死刑，他们被称作“死六臣”。金时习、元昊、李孟专、赵旅、成聃寿、南孝温等六位大臣则辞

官引退，终生不仕世祖，因此他们被称为“生六臣”，也被称作“节义派”。儒林社会虽因癸酉靖难而发生动

摇，但朝廷中性理学的风气依然未改①。
十五世纪末，所谓士林派的新势力开始登上朝鲜政治舞台。出身地方、代表中小地主的士林派与从朝鲜

建国时期开始独占权力与财富的勋旧派之间的对立，引起了朝鲜社会的政治斗争与思想纠纷。这种尖锐的

对立直接导致发生四次大的灾祸，史称“四大士祸”，而每发生一次，士林派的力量便会受到一次凄惨的重创。
在与勋旧派的较量中，用新儒学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士林派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这个时期出现的士林们具备儒教经传的知识与教养，并且是充满强烈实现儒教伦理意志的人，世人称他

们为儒生。这些士林的学脉先由郑梦周、吉再传下道统，吉再隐居岭南后，其学问由金淑滋、金宗直父子传

授，金宗直传授给了金宏弼、郑汝昌，金宏弼传授给了赵光祖。士林们出现后，朝鲜被新儒学重新武装，并通

过学统与家统的传承过程而涌现出了更多的士林们，比较杰出的如李彦迪、李滉、曹植、金麟厚、徐敬德等。
到被誉为“海东朱子”的李滉( 号退溪) 时，性理学已经发展得非常兴盛。李滉的学问传统由赵穆、金诚一、柳
成龙、郑逑、奇大升等继承，并通过李珥等性理学家们的融会贯通，朝鲜的儒学在规模和内容上更是得到了空

前的扩大和发展，形成了道学的士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士林们的新文化，并且开始出现了要求推广新诗

文、推行新儒学政治理想的一系列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书院，并培养了众多士林们。
临近十六世纪，朝鲜道学卷入了理气论争，专注于心性硏究。当时最受关注的书是《心经》与《近思录》。

李滉与李珥时代，朝鲜儒学达到了高潮，并以他们为顶点，分成了“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他们的心性论

后来发展成性理学者们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人与物的品行或性质是否一致的论争，这就是所谓的“人物性同

异论”。
5、壬辰倭乱之后到朝鲜后期为止

李滉与李珥之后，临近 17 世纪，朝鲜儒教陷入了“礼学论争”之中。继承栗谷学脉的金长生、宋时烈、宋
浚吉等与继承退溪学脉的郑逑、郑经世、许穆、尹鑴、李玄逸等之间展开的“礼讼论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这

个时期，士林们读得最多的书是《朱子家礼》与《礼记》，并且涌现出了很多关于礼学的著述。其中，朴世采

( 1631 － 1695) 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对于性理学理论非常精通，对礼学也很渊博，著有《南溪礼说》、《三礼

仪》、《六礼疑辑》等很多礼学书。其《东儒师友录》记录了从新罗时代到唐朝为止的学者们的学问传统，把握

到了朝鲜时代性理学者的理论体系。
因李滉与李珥的出现而达到高潮的朝鲜性理学，将朝鲜变成了一个人文国家、道德国家。但是在 1592

年的壬辰倭乱前后，这个国家却直接面临了深刻的挑战。战争导致了社会的剧变，“壬辰倭乱”与 1636 年的

“丙子胡乱”两次战争后，荒废的朝鲜社会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在应对危机和管理国家方面，性理学的功能和

作用显得非常有限。接二连三的饥荒与疾病，受尽掠夺和剥削的农民阶层的动摇，党派之间的纷争，商人阶

层的成长，以及从明朝输入的阳明学、天主教等的影响，促使人们开始对冥顽不化的朱子学进行自我反省。
十八世纪临近实学的时代，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柳馨远、李瀷、安鼎福、朴趾源、洪大容、朴齐家、丁若镛、崔

汉绮、金正喜等，他们全心追求洙泗学的修己治人之道，努力克服朱子主义的弊端，主张恢复儒学的固有传

统; 强调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再警戒要避免使儒学流向空理空论的形态。同一时代的

岭南学脉，在李栽之后，则是由李象靖、柳致明相继传承，而李震相、李恒老、田愚等作为朝鲜后期儒学的“主

理论”者，其名声与影响则非常之大。
大韩帝国时代，代表儒教的学者主要有郭锺锡、崔益铉、金昌淑等。这时期朝鲜儒学的主流仍然是朱子

学，唯朱子是从，唯朱子独尊。然而，以黄玹、李晩焘、安重根、李相龙等为代表的国权丧失期的儒学，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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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独立的意志，具有自己的特点。
现在，在成均馆的文庙里配享的韩国历代儒贤共有 18 人，被称为“东国十八贤”或“东方十八贤”。朝鲜

时代五百多年来，成均馆文庙的“释奠大祭”至今一次都没有断过。“释奠大祭”是祭祀中国的五圣位( 孔子、
颜子、曾子、子思、孟子) 和薛聪、崔致远等韩国十八贤的仪式。在全国各地乡校的释奠大祭也一直不断。韩

国的道德与良心出自于文庙。全国乡校就有 214 个，书院也超过了 500 多个。正因为如此，儒教在韩国至今

仍然维持着它的命脉，代代相续，延绵不断。

三、韩国儒教的现代意义

在朝鲜流行的性理学究竟是什么呢?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近思录》卷二)

这是张载《近思录》中的一句名言，也是最能表现性理学之学问性格与根本精神的一句话，是朝鲜儒生们冒死

而为之的使命。儒学在孟子之后，道统中断，只因周濂溪的出现而获得重新整合。经过周濂溪 － 程明道、程
伊川 － 张横渠等，直到朱子为止，一个新的儒学形态才宣告完成。这一新的儒学有多种称谓，如朱子学、宋

学、道学、新儒学等。而代表这一新思想的学问就是性理学。性理学是探索人类心性与宇宙之理相互关系的

学问。
儒生们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儒教文化世界化的基础也正在于这个“大同世界”的设想。孔子在

《礼记·礼运》中，对大同思想作了如下的界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

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栗谷李珥在《道峯书院记》中引用赵光祖的话语，对儒教义理作出了如下的解释:

格君心，陈王道，辟义路，塞利源。
这正是先贤所追求的作为儒生的基本道理。

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良的心。孟子主张性善说，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人皆具有对人不忍的心，君王若能以不忍人

之心而去行使对国民不忍的政治，治理天下就会非常容易。所谓“不忍人之心”指的就是恻隐之心的仁与羞

恶之心的义，以及辞让之心的礼和是非之心的智。孟子在《孟子·公孙丑》篇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

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又说:“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

贼者也; 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看到可怜者也不愿施以援手的人，犯了错误后也不感到羞耻的人，看

到老弱者也不去礼让的人，看到错误也无法分清对与错的人，这些人都不应该被称作人。由孟子对人性的理

解，我们可以了解儒教的道德内涵和道德价值。
《论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

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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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谓“仁者”; 而所谓“博施济众”，则是给予百姓恩惠，救济众多

百姓，这已经超越了“仁者”的境界，连尧舜也都很难做到，因此如果真能做到“博施济众”，那必定是“圣人”。
茶山丁若镛对儒教的‘道’进行直截了当的表述:

我一人彼一人，两人之间则生交际。善于际，则为孝、为弟、为友、为慈、为忠、为信、为睦、为婣; 不善

于际，则为悖、为逆、为顽、为嚚、为奸、为慝、为元恶、为大憝。吾道何为者也? 不过为善于其际耳。①

对于《论语·里仁》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朱子注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视真

理比生命更加可贵，这是儒教理念之义理精神的表露，也是“舍生取义”精神的原动力。为国忠节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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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国家无道，则为道而死。”立基此“殉道精神”，儒生们鄙视追求权利与利益的小人之行，为实现社会正

义的理念而慷慨赴义、前仆后继。在“壬辰倭乱”、国家危在旦夕之时，赵宪、郭再佑、高敬命、金千镒等，组织

义兵奋起反抗，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忠义精神。而十九世纪末，抵抗日本帝国侵略的李恒老、崔益铉、柳重教、
郭锺锡、安重根等烈士们也都来自于儒林。

经常说到韩国儒教的核心思想是“敬”，那么“敬”是什么呢? 朱子在《四书集注》中用“主一无适”来解释

“敬”，也即用心专一、心无旁骛的意思。但这并非是断绝与外部的接触，而是心身的收敛。故朱子又说:

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

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存得此心，乃可以为学。①

由此可见，所谓“敬”就是要心存畏惧、收敛身心而不敢放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如果经常这样做的话，

气象会自然发生变化，这即是意味着人通过修养可以变化自己的气质。用“敬”来收敛身心、改变其气质，这

是儒教修养的顶峰。朱子还指出“敬”的方法:“敬何以用工? 曰: 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②朱子说:“敬之

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③又说:“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

治。”④天理一直明亮，则人欲自然消治，气质自然发生变化。于是，由敬到诚，圣人之境至矣。“敬”乃儒教修

养之基础和根本方法，朝鲜儒教之想象力与创造力都是以“敬”为基础而产生的。
韩国儒教文化的现代意义还在于“追远报本”的孝道。另外，儒教文化强调修养及反省。而作为修养与

反省的空间，儒教文化与山水的关系非常深远。尤其是，韩国的山水巍峨秀丽，幽深雄壮，是很多隐逸处士隐

居的地方，也是朝鲜的士林们避开浊世、修养身心、培养完德、修炼学问的场所。文人们吟咏诗词，培养了“思

无邪”精神。抑制利欲、呼唤正义与伦理的儒教义理，可以使深受私欲左右和影响的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

视生命的价值。
美国的战略理论家及未来学者 Herman Kahn 推断，在二十一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将会没落，代替其位

置的将是“儒教的资本主义”。他预测，重视教育的东方式思考方式、注重家庭与乡土的大家族文化、以信赖

与礼仪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注重伦理的集团式国家意识、较强的儒教文化的同质感将会得到重视。而 Massa-
chusetts 大学爱德华罗马尔教授则说:“要有孔子，经营才能活跃”，并认为在强调伦理经营的全球化时代，儒

教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⑤。
目前，世界关心儒教文化的理由是，儒教文化深奥的哲学有希望克服混乱到极点的当下世界所面临的种

种问题。在这样一种形势或发展趋势之下，深入探讨儒教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认为儒教文化可以在三个层面表现出现代意义: 一是以“追远报本”为基础并进而扩展开来的孝道，

二是以韩国的美丽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儒教式心性修养的价值，三是国权丧失时期，由救国义兵们所表现出

来的忧国意识和忠节精神。所有这一切，皆可以成为现时代克服道德沦丧、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资源。这也

是儒教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在当今这个时代，韩国是一个孝悌忠信尚存而且最多的国家，是一个儒教的名分与义理尚存的国家，同

时还是一个正在实践“大同”式儒教理想的国家。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儒教的研究，断绝与永存的话题也将会

永远地持续。我们亲身体验过，深知文化断绝的影响究竟有多么大。传统的书堂文化突然转换为新式教

育，让我们的生活陷入了非常混乱的境地。开化教育后突然地与过去断绝，导致了精神史的空白与混乱。韩

国的儒教文化曾两次被断绝。第一次是因为所谓开港，第二次则是因外部冲击。因儒教文化被断绝而导致的巨

大混乱，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得到。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被断绝的文化传统可以重新接续吗?

儒教在世界范围内被瞩目、被强调，是因为儒教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普世而崇高的道德价值。毁掉优

秀的儒教文化，一瞬间就可以，但是要想重新接续或整合它，却可能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我们真诚地希

望现时代的人能够重新回头审视一下这个被西式文明取代并丢弃的儒教文化，并祈祷不要再去任意毁损这

个文化。
［责任编辑: 杨晓伟］

92

①

⑤

②③④《朱子语类》卷 12，《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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