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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日本儒学的研究出现了盛况空前

的繁荣景象，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日本儒学的概述性研究。对错综复杂的日本儒学史进行体系性梳

理，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日本儒学思想史的全貌；二、日本儒学的专题研究。对近

世江户思想、徂徕学、安藤昌益的农民思想、石田梅岩等町人伦理思想、幕末维

新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三、中日儒学的比较研究。在思想史上中日两国儒学

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二者间既有普遍的共同性，又有特殊的差异性。对于中日

儒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四、关于日本儒学

与现代化的研究。其中探讨日本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动因，成为我国日本哲学研究

者的一个重要课题；五、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儒学及其现代意义。近年来，把日本

儒学放在“东亚儒学”的脉络中加以剖析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特别是在东亚国

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共谋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认同儒学对东亚各国历史

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区域意识的心理和情感基础。 
 

关键词：日本儒学史，日本儒学专题研究，中日儒学比较研究，日本儒学与

现代化，东亚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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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日本儒学的研究也迎来了新的转机，出现了

盛况空前的景象。在这一时期，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研究专著达数十种之多。

下面以著作和代表性论文为中心，对此一时期日本儒学研究的概况略作评介。 
 

一、关于日本儒学的概述性研究 

 

首先出现的是在日本哲学史的框架下对日本儒学进行概述的王守华、卞崇道

编著的《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该著在博采朱谦之和刘

及辰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意。在体系上，作者将社会历

史分期的一般原理与日本的具体历史情况相结合，把日本哲学的发展分为古代

（1867 年前）、近代（1868—1945 年）和现代（1945 年后）三个大的断代，体

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对于古代哲学，该书以时间为经，思想内容为纬，着重

叙述了佛教哲学、儒学哲学和神道哲学。对于朱子学派的哲学，则打破了以往以

师承关系来划分学派的方法，而从哲学基本问题上将其划分为两大派别。在对日

本哲学史特点的总体把握上，认为日本哲学史除了表现出哲学发展史的一般规律

外，尚具有独自的特点。即：（1）移植的特点。在日本哲学的发展史上，佛教

思想、儒学、欧洲近代思想、战后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思想这四次外来思

想的冲击成为四次大规模地移植外国哲学的历史，构成了日本哲学史 为明显的

特征。（2）融合、创造的过程。譬如明治初年移植西方哲学伊始，以西方哲学

将儒学的“理”改装为“物理之理”和“心理之理”，即是西方哲学与传统儒学

思想的融合。经西村茂树、井上圆了、井上哲次郎的佛教、儒学与西方哲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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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终产生了独创性的西田哲学。（3）中间类型的特点。日本哲学既具西方

哲学的特点，又具东方哲学的特点，亦即兼容并蓄的优点和多元价值观。 

黄心川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采用评传体裁，对日本哲学史上出现的山崎暗斋、新井白石、富永仲基、伊

藤仁斋·伊藤东涯、荻生徂徕、石田梅岩、大盐平八郎、安藤昌益 、三浦梅园、

司马江汉等著名儒学家以及近代哲学家西周、中江兆民、和十哲郎、西田几多

郎、铃木大拙、田边元等人的生平和思想作了详细的评述。 

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 11 月）是我国日

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中第一部就日本近世江户时代错综复杂的思想史状况进行体

系性梳理的著作，在充分吸收我国学者的先行研究成果、并参考日本学者的相关

成果的基础上，扩大了考察范围，突破我国学术界以往只重视日本儒学的片面

性，将日本近世儒学、神道与国学、町人和农民的思想、兰学和洋学以及近世佛

教等各种哲学思想都纳入到分析的视野之中，将个案剖析与宏观梳理结合起来，

可以说比较准确地再现了日本近世哲学思想史的全貌，有助于纠正国内学术界将

日本儒学与日本思想等同视之的偏颇。 
 

二、日本儒学的专题研究 

 

在对日本儒学史进行综合性概论的同时，我国学者更多从事的还是对日本儒

学的专题研究。或是就某个儒学家的思想，或是就某个历史时期的日本儒学进行

深入探讨，涉及的主题广泛，论及的内容丰富。这里择其重点，略作评介。  

江户时代是日本思想成熟的时代。因此，江户思想研究也就成为我国日本哲

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王中田的《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4）从断代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过程，儒学对武

士、町人阶层的影响，儒学与国学、洋学之间的矛盾冲突及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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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描绘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轨迹，论述了其不同

于中国儒学的独自特点，并就儒学与日本社会、思想文化之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

题展开了剖析，其中不乏创见。 

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4 月）

是我国学者对 17 世纪后期到 18 世纪前期日本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学者荻生徂徕

首次进行全面解析的学术著作。徂徕学是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的思想学说，

徂徕学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

在他的经典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将徂徕学评价为近世日本摆脱

“封建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内驱地产生了近代思维方式“萌芽”的一个重

要标志。而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界自朱谦之先生的《日本哲学史》以来对日本

近世思想特别是徂徕学的普遍评价基本沿袭了丸山真男的以上观点，缺乏中国学

者的独特视角和独立见解。本书以徂徕学与中国思想的渊源关系入题，通过对大

量的第一手原典资料的分析解读，辨析阐明了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在观念与价值

上的异同以及日本朱子学在日本近世意识形 中的真实的地位和价值等复杂的学

术思想关系，由此揭穿了丸山真男构筑起来的“徂徕学虚象”，并进一步揭示出

这种“虚象”的意识特征的本质是从近代主义=脱亚论和日本中心主义角度出发

得出的儒学观。 

安藤昌益是 18 世纪日本封建社会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新中国 50 年来，

安藤昌益一直是我国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 80 年代众多研究的基础

上，1992 年为纪念安藤昌益逝世 230 周年，于山东大学召开了“中日安藤昌益学

术研讨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安藤昌益 现代 中国》（王守华主编，山东人

民出版社，1993 年）。该书通过对安藤昌益思想的全面研究，表明昌益思想在今

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石田梅岩是江户时代又一特异的思想家，李甦平的《石田梅岩》（台北：东

大图书公司，1997 年）是我国学者研究梅岩思想的第一本著作。该书通过对石门

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的“学问的生命”和“生命的学问”的探索，揭示了石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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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仅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东亚心学的

一枝奇葩，以至在面向 21 世纪的今天，它仍然具有现代意义。 

石田梅岩与陆象山分别作为日本“心学”与中国“心学”的创始者，为日本

的石门心学和中国的陆王心学的创立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韩立红著《石田梅

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 月）认为陆象山与石田

梅岩的思想在形成时期存在着很多一致。在学术渊源上，二者同时受孟子思想原

理的影响与启发，创立了“心学”；关于世界的本体，象山的“道器”合一论及

梅岩的“阴阳”与“道”合一的学说，立场相同；关于心性论，二者不分“心”

“性”，强调“心”“理”合一；关于学问观，二者皆提倡以道德实践的方法去

“顿悟”人的本来之“心”。所以，从二者的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与对于世界本

体的认识、及学问观来看，二者有很多的相似。同样，对于社会的现状和劳动人

民的疾苦，二者也皆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积极参与拯救社会与帮助贫民的事业，

反映了二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重实践的思想。 

但不同的是，象山死后，象山的思想走向了衰微， 终停留在学术思想的阶

段；而梅岩死后，石门心学在后人弟子的改造努力下，走向大众， 终成为一种

思想运动。本文通过对象山思想与梅岩思想不同作用的比较，窥探中日“心学”

的不同作用及所产生的原因。 

刘金才著《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1 年 9 月）则独辟蹊径，从伦理思想史的角度阐明了日本近世町人（工、

商）阶级的伦理思想与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富有创造性

的观点。该书详细论述了江户时代町人发展的五个阶段，即萌生阶段、形成阶

段、成熟阶段、发展阶段以及与近代契合阶段，考察了町人阶级及其伦理思想从

萌芽、发展到消融在近代之中的历史轨迹，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探讨了町人及其

价值伦理在日本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为日本近代化成因的

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研究思路。 

近年来，“明治儒学”成为日本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刘岳兵著《日本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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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6 月）阐述了儒学在 1868 年至 1945 年日本

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形 及思想结构特征。该书的 大特长，在于从儒学的展开这

一观点着眼去分析、整理、论述日本近代思想史，以“儒学”营造了一个近代日

本思想史的话语语境。1853 年“黑船事件”后，日本的知识分子大多转向研究西

方的价值体系，从而迎来了明治初期的“欧化风潮”，但是传统儒学作为与“欧

化”冲撞与交融的存在也在艰难地前行。作者注意到这一点，并以中江兆民的自

由主义与儒学的关联为研究主体，构成了《儒学》的第一章。刘岳兵在考察了中

江兆民思想底流里的汉学基础及汉学影响后指出：“他终生致力于调动整个传统

汉学思想资源，力图从中找出一种能够解释和融通现代自由平等思想的具有普遍

意义的精神价值。兆民思想中的这种精神价值植根于其故乡的土佐南学之中。从

本质上说儒学乃是其‘思想的根干’。这种儒学在日本思想史上可以说完全是一

种‘现代新儒学’。”（第 41 页）这样，作者便找到了儒学与近代日本思想史

的联系。 

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的效应问题是任何一个日本儒学研究者都无法回

避的问题。刘岳兵以高田真治和小岛佑马为案例，探讨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

展中的存在形 。其一，是儒学与日本的军国主义相勾结，军国主义分子恶用儒

学，成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一种存在形 。其二，与之相反，儒学的博大精

深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格魅力及具有儒者风范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诸如幸德秋

水、河上肇、小岛祐马等，这是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另一种存在形 。 

《儒学》的核心部分是第四章和第五章。作者通过对服部宇之吉的孔子教及

儒家思想的研讨和对狩野直喜的“纯学术”的中国古典解释学现代复兴的深入研

究，探求了近代日本儒学的思想结构特征及其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① 

郭连友著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 年）是对日本幕末维

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改革志士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

                                                        
① 陈秀武，《日本近代儒学研究的新生代代表作——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载《社会

科学战线》，2004 年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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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专著。从对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思想，如孟子思想以及

中国近代史（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的角度，重点考察和探讨了吉田松阴的

思想本质以及后来他的思想对近代中国改革家们（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

等）的影响。 
 

三、中日儒学的比较研究 

 

儒学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但在思想史上中日两国儒学相互交融，共同发

展，二者间既有普遍的共同性，又有特殊的差异性。对于中日儒学进行比较研

究，是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领域，涌现出一批重要的论著。 

80 年代，首先是对中日朱子学、中日阳明学进行比较研究，所发论著甚多，

其中李甦平在《转机与革新——论中国畸儒朱之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一书中，特辟专章“中日文化交流的灿烂一页——朱之瑜与日本文化”，

论述朱之瑜对日本朱子学派、古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影响。著者通过翔实的史料，

分析日本当时学术发展与朱之瑜的密切关系，指出日本朱子学两大派（主气派、

主理派）中着重继承、发展了朱之瑜的“实学”思想，经国济民是其主要宗旨，

主博学、尊知识、倡实行、蓄经验是其基本特征，由此构成了有别于中国朱子学

而别具风姿的日本朱子学。 

接着李甦平又出版了《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对中日阳明学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见解。例如，书中指出，日本阳明学的实践观是一种

“事功实践观”，把“知”看作改革社会、经邦弘化的真知识，把“行”看作将

其知识付诸实现的具体行动；中国阳明学的实践观是一种“道德实践观”，其所

谓实践是指人伦道德修养的实践，实践意义落到了实践于心或实践于道德之上。

日本阳明学道德观的取向是成为武士，武士的追求正是功利实行；中国阳明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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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观的取向是成圣，而圣人道德观所强调的是“良知”。 

90 年代，则从整体上对中日儒学进行比较研究，并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专

著。首先，王家骅在日本出版了日文专著《日中儒学比较》（六兴出版社，

1988），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被评价为是“迄今为止由一个中国人来把

握日本儒学的壮举”（源了圆语）。该书通过对儒学传入日本后如何发生变形的

历史描述，揭示了日本儒学相异于中国儒学的独自特征。即中国儒学较之同时代

的西方哲学，在抽象的本体论思维方面不太发达，日本儒学则比中国儒学更为疏

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在中国，毕竟还形成了熔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及工夫

论于一炉的体大思精的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这里的“理”既与万物同在，

在逻辑上又是先于、高于、超越于万物的本体存在；既与经验事物的自然规律相

联系，又是统治社会的道德规范。有人把中国理性精神的特点概括为“实践理

性”，但也不否认“它具有许多思辨性的内容”（《文化》第 191 页）。日本儒

学则有所不同，宋明理学中思辨 强的本体论，在日本儒学的思想体系中未能占

有重要地位。“即使是接受了‘理’这一范畴，他们也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与经验

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而不大将其理解为形而上学的世界的本体存

在。”（同上，第 192 页）。他认为这与日本是文化后进国，抽象思维不成熟以

及日本人思维中“非合理主义”倾向和日本文化的“即物主义”性格有关。 

日本儒学发展的历史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儒学发展的缩影。王家骅认为，这个

“缩影”“并非中国儒学的照相式的翻版，而是既影响于日本文化又经日本文化

改造的变形物。”（《文化》自序）因此，结合日本的独特历史、文化环境去揭

示日本儒学的具体发展形 ，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不同社会功能，

便成为王家骅研究的起点，也是他研究的重点。 

李泽厚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中，从中日儒学在各自文化中的实

际位置颇不相同说起，指出中国儒学自秦、汉以来，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

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象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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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而日本情况颇为不同。儒学并非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

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儒学只是被吸取作为某种适用的工具，其作用、

地位和特征与中国相比较，有极大的差异。日本儒学排拒中国儒学的理论思辨的

理性系统，而吸取和发挥的是中国儒学中具有实用价值和社会性内容突出的方

面。比起中国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来，日本儒学注重实践、行为、活动，他们

重“气”、重“物”、重“行”、重“欲”，具有明显的经验论特色，却并不是

理论上的唯物论。他们一方面把宋儒的“居敬”、“慎独”化为敬畏神明的神秘

体验和感受，所谓“理”、“心”都不过是神的展现或居所；另一方面，把儒学

尽量落实在社会制度和行为秩序上，重视它的实用性能。这种否定阴阳五行的理

性框架，只肯定感觉经验的 度，正是后日比中国能更无阻碍接受西方自然科学

的张本。日本就这样以“和魂汉材”和以后的“和魂洋才”成功地开辟了自己的

近代化道路。
①
 

 

四、关于日本儒学与现代化的研究 

 

80 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从多学科的视角对日本现代化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研

究，其中，探讨日本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动因，则成为我国日本哲学研究者的一个

重要课题。 

王家骅在中日儒学比较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儒学及其与日本文化和现代化

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颇具系统的理论成果。他的《日中儒学的比较》（东京六兴出

版社 1988 年 6 月版，以下简称《比较》）、《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

民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以下简称《文化》）、《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

                                                        
 ①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 附录二 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李泽

厚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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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5 月出版，以下简称《现代化》）三部专著，在揭示

日本儒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形 和社会功能、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中日儒

学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等方面的系统论述，的确“填补了国

内外这一领域的空白”。并且他在回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种种论说方面的

一些观点，也已经在国内外起了一定的反响。 

探究日本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王家骅研究日本儒学的初衷，也是他研究

的目的。关于儒学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形 及其功能，王家骅的认识

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比较》一书中，视野局限于儒学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

联系这一消极方面。而到《文化》一书中则开始研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

盘”，以寻找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认识到“传统价值体系

中也包含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主题”，从而总结出日本近代文化变革的正确道路即

“寻找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接点，创造地扬弃传统文化，有选择地接受西方近代

文化，实行两种的‘融入’”（同上，第 180 页）。这一结论与国内马克思主义

者关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须走综合创新之路的观点在表述上已经十分接近，

可谓殊途而同归。
① 

卞崇道著《日本哲学与现代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搜集、整理

了大量丰富的历史和哲学文献资料，对近百年来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日

本现代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指出日本现代化哲学的

发展受制于日本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又对日本的现代化提供了

精神的驱动力。作者从日本哲学与传统儒学和外来的西学等等的关系中揭

示出了日本现代化的模式和主要特征是“东西方文化融合论”，认为日本资

本主义不是全盘西化的产物，也不是传统思想的现代翻版，而是东西方融

合所产生的独特的现代日本民族性精神。本书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日本哲学

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论著，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  
                                                        
① 刘岳兵、孙惠芹，《日本儒学及其对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影响——评王家骅的三本书》，

载《日本研究》，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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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

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 11 月）有助于纠正国

内学术界将日本儒学与日本思想等同视之的偏颇。例如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曾有一

个“日本儒家资本主义”的学术观点，并且流传甚广，这就是由于将日本儒学等

同于日本思想，以为只有儒学思想的某些因素才是推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

思想动力。但正像马克斯·韦伯指出：新教伦理与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有密

切的关联那样，有日本学者提出：日本近世的某些宗教思想才是促进日本近代资

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1993 年 1 月）甚至提出了尖锐

的对立观点。他认为日本近世徂徕学派之经世一系，其突出特征便是对盛行于江

户时代的“朱子学”之“心性之学”展开了激烈抨击，而抨击的结果，全面展开

“脱儒入法”思想，并 终形成了“日本近世新法家”。 

关于日本近世江户时代的徂徕学派，中国学界向来研究甚少，即便有人提及

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海保青陵等思想家，亦大都将其定位为日本的儒学者。因

此，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前近代日本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视

为“儒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建构与展开，同时受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影响，片面地以为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等东亚儒教文化圈内

的国家和地区在现代的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儒教伦理”。韩东育针对中

国大陆学界在现代新儒家影响下近二十年来对儒学进行的“复兴”运动，表示明

确的置疑：直陈：一、日本经济发展和腾飞，与儒家伦理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因

为不仅儒家伦理在日本近世就遭到了摧毁性的批判，而且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

中国的道德伦理在日本也从未得以接受；二、作为生命力之根本凭依的“建制

化”前提已经消失的儒家学说，不知其内倾中核如何在道德层面去配合新的建制

而又不违文化的整体性原则；三、与儒家学说在日本遭到徂徕派“新法家”思想

抨击从而使日本顺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同，中国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关键

时刻，改革志士们选择了 不实用的儒教甚至佛教而不是“富国强兵”的法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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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它奠定了中日两国近现代差异的深层基础。  
 

五、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儒学及其现代意义 

 

台湾学者黄俊杰曾经指出：“东亚儒学”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

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

展及其内涵。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因为视野较“宋明理学”、“德川儒

学”或“朝鲜儒学”更为广阔，所以从“东亚”视野所看到的儒学的问题，与仅

从中国、日本或韩国单一地区所看到的儒学内部的问题大不相同。作为时间概念

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

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 。近年来，把日本儒学

放在“东亚儒学”的脉络中加以剖析的研究成果问世。 特别是在东亚国家在世

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共谋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认同儒学对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

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区域意识的心理和情感基础。  

郭齐勇《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指出：现代化在东亚各国的发

展，不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后的反应，而且更为主要是自身内在的要求，有自身

发展的逻辑。儒学思想史上，中、韩、日三国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发展，即是内

在调适的一种表现，这实际上为东亚的现代化做了铺垫。近世以来，东亚三国迎

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仍然是儒学。 

东亚儒学的价值理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谓共性，指的是仁、义、礼、

智、信，或者说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基本观念的某些主要内涵是普

遍的、稳定的，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对社会文化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所谓个性，

指的是儒教伦理在中、日、韩、越各国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同一价理理

念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具体比较了中日“公私”观的差异，

认为日本的“公”与“私”是领域性的和限定性的，中国的“公”与“私”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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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性的和道德性的。日本人的这种“公”观念产生出“灭私奉公”的意识，并

与尽忠领主的“忠”的观念相结合，对日本经济起飞起了支柱性的作用。在日

本，“忠”的观念化为对国家和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加上社会普遍重视的

“信”与“义”，超越了宗族血缘伦理，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契约关系和商业交

易关系的有效伦理。在中国精英层不受重视的勇、武、刚、强、毅等武勇价值，

在日本则受到重视，而且较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

原理。他认为，日本儒教伦理与江户时代的世袭阶级社会有深刻的联系，这种伦

理易于适应日本的工业化。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日传统的“公”“私”观有相同的一面，例

如山鹿素行就把对国家、天下、人民尽力，视为 大的忠，也就是“公共之

忠”——“公”。这就与沟口先生所说的中国人追求的道德性与普遍性的“公”

的观念十分相近。中国的“公”的观念也并非如沟口先生所说，是没有层次性

的。沟口先生又说，日本“忠”强“孝”弱，宗族血缘关系薄于中、韩，亦是契

约关系和商业伦理的又一生长点。这当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又

不能不看到，日本其实也有重“孝”派，例如中江藤树等。“孝”的价值及忠孝

之关系在日本儒学史上就引起过多次讨论，“孝”作为次一级价值，仍然起着作

用。 

总之，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

悌、信义。面对人与自然、社群、天道诸种复杂关系的调治问题，面对东亚社会

的现代化问题，儒家的核心价值有重大意义。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归属方面，

在社群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的建设方面，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仍然

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① 

何成轩《东亚与和合：儒释道的一种诠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6

月）在理论上不仅明晰了儒释道三教和合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传统文化的

                                                        
① 《日本研究》，200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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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貌之一，还探讨了儒释道合流思想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所具备的不

同的理论形 。作者探明了儒释道三教和合对中、日、韩、越这四个国家现代化

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研究中、日、韩、越三教合

流思想，有利于深入发掘这四国的思想文化宝藏，弘扬东亚文化，为建构 21 世

纪人类新文化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 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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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Studies in 

China 
 

 

Wang Q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of Chinese mainland, there has existed 

unpresedentedly prosperity in research on Japanese Confucianism . The research mainly 

covers the following aspects: 

1.The overview research on Japanese Confucianism-----a systematic sorting of 

complicated history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and the accurate summary of the overall 

history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thoughts.  

2.The special research on Japanese Confucianism-----a deep and thorough research 

on modern Edo thoughts,on Theory of Sorai, on peasants' ideology of Ando Sheki, on 

ethic ideas of Ishida Baigan and other chonins, and on reform ideas of late Tokugawa 

Shogunate etc. 

3.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Japanese Confucianism.  

In history of ideas,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Japanese Confucianism blend and 

co-develope and they have both intercommunity and differentiation. It’s another 

important sphere of china’s research on Japanese philosophy to make comparative 

research into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fucianism. 

4.The research on Japanese Confucianism and modernization. Among it, the 

research on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motives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china’s research on Japanese philosophy. 

5. Japanese Confucianism and its modern meaning from the persepective of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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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findings done by analyzing Japanese Confucianism 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 Confucianism have come out successively. Especially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East Asia countries seek to co-develop on the conditon of 

integration of world economy, it intensifies the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foundation 

to a great degree to identify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ism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countries 

 

Key Words: History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Special Research on Japanese 

Confucianism,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Japanrese 

Confucianism, Japanrese Confucianism and Modernization, East 

Asia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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