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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
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地勇

2021年10月15日至10月17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朱熹研究会、四川师范大

学哲学学院、张浚张栻思想研讨会联合主办的“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多个高校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会

议,大会针对“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主要从如下几个专题进行了学术

研讨。
一 儒家道统思想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将儒家的道统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韩愈所提出,多数宋明理学家继承,并为当

代新儒家发展的道统说;另一种是以杨倞所提出,宋初孙复、石介等接受,钱穆、李泽厚所提倡的广义道统说。
前一种可称为“即道言统”,乃是一种哲学、超越的道统观;后一种可称为“即统言道”,乃是历史、文化的道统

观。梁涛教授认为,应从“即道言统”的角度确立道统,并重新探究了荀子对于儒家之道的传承,将荀子纳入

道统之中,与孟子地位相当,又进一步提出“新四书”,即《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国际儒联副会长李

存山教授提出,中华儒家文化中既有“常道”,亦有“新命”,“常道”相“因”继承,“新命”与时“损益”。“常道”乃
儒家恒常不变的原则或理念,如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而“新命”则可以根据

时代的发展作出改变,如“三纲”即是一种“变”,而非“常道”。李存山教授认为,我们可以继承儒家文化中的

“常道”以实现现代化的“新命”。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分别从“孝”为德本、“孝”为礼本、“孝”为经本三个方面

进行分析,将“孝道”作为中华文化千古不易之“道统”,认为无论处于哪个时代,要想国家稳定、长治久安,对
于“孝道”的提倡都是必须的。《光明日报》编审梁枢则分析了宗统与道统的关系,认为在宗统思想进路看来,
道统是“综合”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回到道统早期发生的历史场景中去,还原文化方式与思想方式之间原初的

关系状态,找到宗统与道统、哲学与历史等一系列衍生的思想关系背后的历史推手,回答在道统叙述中,为什

么尧要以“允执其中”传给舜,为什么要以仁义为道统,为什么要把道摆在人心与道心关系中去作辨析等问

题。
二 关于道统传承谱系及发展演变脉络

与会人士探讨了儒家具体人物的道统思想,这是对道统传承谱系及发展演变脉络的丰富与完善。首都

师范大学白奚教授指出,荀子的道统思想继承了孔孟,不仅与孔孟所论一致,而且将孔孟的思想变得更为清

晰且系统化。荀子根据自身所处时代,提出礼法互补,是对传统儒家道统理论的革新,但荀子并未脱离孔孟

之道统,仍是以道统制约政统,其“从道不从君”的原则乃后世之士以道统制约君权的重要依据,在儒家道统

论中具有极高地位,因此我们在对待先秦儒家道统思想时,应当孔孟荀并重。梁涛教授也论述了荀子在道统

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以往只重孟子,不重荀子,儒家的仁义思想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就难以实行,在这方

面,荀子提出礼法与仁义相结合的思想,是对孔孟仁义思想的发展。只以心性道德理论来概括儒家思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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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片面性,应重视荀子的礼法对道统论的发展。此外,与会学者论述了李翱、石介、张载、二程、胡宏、张栻、熊
过、王夫之、汤斌、李二曲等人的道统思想,以及明清之际的理学境遇与反道统思潮。四川大学杨世文教授认

为张栻的儒家之道主要体现在张栻将“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以“人心”彰显“天道”,其落脚点为人,体现

在张栻的修身之道、教育之道与为政之道,张栻的经世思想充分彰显了“道不远人”的儒家之“道”的实践属

性。重庆师范大学李长泰教授提出,王夫之的道统观继承了儒家的仁义观,其道统的核心乃是以仁为统,而
仁义本是人之应有之义,又进一步将道统思想发展为以人为统。电子科技大学王佳博士从崇仁义、别门户之

分、明道统之源流,“知行并进”、践圣道之大统等方面论述了清初学者汤斌的道统思想。
三 佛教与道教中的道统思想

四川师范大学杨燕教授提出,道教道统属于中华道统传承的一部分,具备独特的教理教义与传道体系,
道教的道统传承包含“道”与“统”两个方面,道教之“道”借“统”而传,道教之“统”依“道”方明。杨燕教授列举

了道教道统传承的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以黄帝为代表的上古仙人,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古圣人,以张

道陵为代表的后世道人。杨燕教授认为这三个道统传承的阶段,表现出“分、总、分”的发展趋势,现如今仍须

对道教之“道”进行继承与发展。四川师范大学杨东教授认为,儒家道统与佛教法统都是在探讨自身的道或

法及师资传承,这是两者的相同处,然而儒家建立道统主要是为了排斥佛老,以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佛教建

立法统而对正统的争议则只限于内部,这是两者的差异。儒家的道统论与佛教的法统说在建立与发展的过

程中,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而佛教法统的传承脉络较之于儒家的道统传承要更为繁杂。中南大学胡长海博

士探讨了释智圆的“道统”思想,认为释智圆受儒家影响,吸收了韩愈、皮日休、柳开的道统论思想,但其学术

旨趣仍是为阐明佛教道统。释智圆根据韩愈“文以载道”的思想而主张重视佛经以阐发佛教妙义,强调佛经

对于佛理的传承作用。不仅如此,释智圆还援儒入佛,以仁义为根本沟通儒释,对宋学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四 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

针对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计有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的《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四川化工职

业技术学院陈有良的《范仲淹行王道、黜霸道思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河南科技学院陈转青教授

的《传统“和谐共生”天道观念的现代性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面向》、邯郸学院邓洁博士的《王
道思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等论文提交给本次会议。还有一些论文在行文中也部分论述

了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他们指出道统思想中包含的“中道和谐”思想,重仁义、礼法,尚文明思想,行王

道、黜霸道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提倡人心向善的“率性之谓道”,“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
崇尚自然、天人合一之道等重要内涵,以及提倡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之道,
这些思想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其他文明模式的传统文化的根据,又可为建设

当代社会文化、繁荣学术提供借鉴,并为世界文明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思想内涵,由此也体现出中

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
最后,蔡方鹿教授对本次研讨会作出总结,他认为,理学家重视“心性”的原因在于对抗佛教以及解决唐

末五代时期仁义和道德沦丧的问题,有一定道理,当然也产生了空谈心性的流弊。受到梁涛教授“即道言

统”、“即统言道”两种“道统说”及“新四书”学的启发,蔡方鹿教授认为,这次会议将荀子纳入道统之中,对丰

富道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对荀子及其礼法思想重视起来,仁义与礼法结合起来才能使人类发展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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