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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当代儒学在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与寻求世界话语权的境域中开始走向复兴。但是，学界

关于儒学何以“复兴”、如何“在场”等问题争论不休，成为当下儒学发展不得不直面的难题。

儒学的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儒学“进场”，因为儒学在诞生之后，从未真正离开这片由不同历
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构成的中国社会“大舞台”。但确有在某一时段因复杂社会因素
的缘故，儒学的价值与意义被遮蔽或弱化，处于边缘化状态。当代，全球化和飞速发展的经济

带来了中国社会生活样态的剧烈转变，这种转变也为儒学复兴创造了契机。当然，儒学要真正

实现复兴仅有现实性是不够的，其自身还必须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主要体现在儒学的理论特

质和内在圆融性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从理论特质上看，儒学将礼义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

将君子作为人格追求的理想标杆，以修齐治平作为成就人生的必由之路，这些思想可以为当代

国人处理市场经济中的各类关系、化解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构筑精神家园提供有效指导。从内

在圆融性上看，儒学专注于现实生活的入世品性，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教化理念，使儒学中的优秀思想资源与主
流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而儒学“和而不同”“以德服天下”“协和万邦”等思
想则是当今中国倡导的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头之一。

在近年来的儒学复兴争论中，存在着两种“极端化”误区。一是以狭隘民族主义的心态“全盘
肯定”儒学的“原教旨主义”倾向，二是以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全盘否定”儒学的“自由主义”倾
向。这两种貌似不同，其根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非理性地对待儒学和严重脱离中国社会

实际所致。

而“在场”是德语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场”就是“面向事物本身”，是经验的直接性、无
遮蔽性和敞开性。在当代中国谈儒学的“在场”，需要通过“去蔽”使儒学的价值和意义开显出
来。今天，复兴的儒学要实现“在场”，既要有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更要有理性
的思维与行动。

儒学的“在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应当以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叙事去证明自
身，复兴儒学的关键是立足当下中国的叙事方式。当下一些儒学研究者急于为儒学辩护，极易

导致文化保守主义，且被动地防御西方传统，很难真正形成坚实的理论创建。其实，儒学研究

要有自己的定力和学术谱系。

儒学的“在场”应致力于“治心”“复性”，不应“君临一切”或“包治天下”。儒学是“治心”之学。
针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及其所导致的人心浮躁、良知消解和理性缺失，儒学

将大有用武之地，使更多的国人以仁礼修身齐家，让中国社会风清气正，让中华文明未来之宏

大叙事有坚实的人性根基。但需要注意，在当代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儒学虽有“治心”“复性”之
用，但不应“君临一切”或“包治天下”，它成为不了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总之，儒学的复兴离不开现代性表达，也离不开民族式生成。只有以清醒的文化自觉、坚

定的文化自信和积极理性的思维为行动之圭臬，才能用儒学的理性之光去照亮心灵与精神之

旅，儒学的“复兴”和“在场”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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