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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列文森的儒学思想中，预设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将会走向终结，其认为儒家文化不具备现代

化所必须的“专业精神”。本文在系统梳理列文森儒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观点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发展背景，指出列文森儒学思想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当代儒学发

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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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evenson’s Confucianism, it is assumed that Confucian culture will come to an end under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Confucian culture does not possess the “profes-
sionalism” necessary for modernization.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Le-
venson’s Confucianism and his view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one-sidedness and limitations of 
Levenson’s Confucian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cro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
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furth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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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列文森对儒学思想具有较为深入的研

究，其著作主要包括《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和《儒家中国及现代命运》。列文森的作品，以宽广的

视野和深刻的洞见，探求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利变迁，将思想和历史之间的发展线索作了一个深入的剖析

与阐释。列文森对儒学问题的研究观点代表着美国关于中国学研究的主流趋势，虽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开始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但其学术成果的重要性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列

文森儒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来源和基本观点，在把握列文森儒学思想论点的基础上，提出列文森儒学思想

对当代的启示，以期为新时代儒学思想的改革创新提供参考借鉴。 

2. 列文森儒学研究的思想渊源 

2.1. 韦伯的儒学研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术界的“韦伯热”深刻影响了列文森的儒学研究，韦伯将西方资本主义

发展过程定义为“理性地发展”[1]。在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发挥同其他国家一样的作用时，

韦伯做出了以下重要论述，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的诸多观点与韦伯的相关论述不谋而

合。韦伯的重点论述可总结为：第一，韦伯认为儒学缺乏改造世界的精神动力。资本主义精神内核强调

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儒家伦理”则认为人应当顺应和适应外在世界，以达到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与

统一的状态。这一对比说明儒家思想缺乏个人命运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充满冲突的紧张关系，因此缺少资

本主义发展所强调的进取精神和社会变革的动力；基于此论述，列文森指出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一样

长期积累的科学传统，并且通过对明朝的文人画的分析来证明儒家文人存在反职业化的倾向。第二，韦

伯认为出于官僚制度关系和宗亲纽带的强烈依赖性，中国传统社会习惯于将事物转化为以血缘为基础的

人际关系，这就使社会总体的思考方式脱离了因果性和合理性。儒学思想中反对科学思想和理性追求的

主张，阻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第三，韦伯以“君子不器”为例，认为这一观点反应了“儒教伦

理”中反对专业化的思想，因而缺少工具理性；列文森则将韦伯的“君子人格”这一说法转化为“业余

主义”，认为它阻碍了官僚制度的专业化和理性化，儒家官僚对工商业、科学和职业化的轻视，使商业

精神、科学精神笼罩在儒家思想的阴影之下。 

2.2. 费正清的史学观点 

费正清是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列文森师承费正清，其儒学观点的形成较大程度上正是对费正

清史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关于费正清的史学观点，可总结如下：第一，费正清最著名的研究模式是“冲

击—反应”模式，其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状态，是因为缺乏外部势力的冲击，也就是如果没

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摆脱当下的困境。列文森继承了这一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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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认为中国只有仿照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才能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第二，费正清认为中国

之所以在现代科学领域落后于西方，是因为儒家文化以探究社会关系为核心，没有征服自然的科学性，

这一观点也成为塑造列文森儒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基于费正清的史学观点，列文森认为儒家文化与现代

化的发展相悖，并且是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2.3. 犹太信仰 

列文森是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犹太教所体现的“精神性”品格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列文森

厌恶文化折衷主义，在处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可以体现这一点。“犹太基督教”这样的并列式说

法在当时已经受到很多犹太人的认同，但是列文森并不相信“犹太基督教”能够保存犹太教的特性，他

指出：“这像是一张准许犹太教进入西方文化的门票，并且没有鄙视犹太教的价值观，但是这只是一张

儿童票，而不是成人票，其后果将是消解犹太教的真实性。”并进一步认为犹太人必须通过民族历史的

代代延续彰显犹太教，这是宗教信仰，而非文化偏好，它与文化多元主义无关[2]。列文森虽然一再重申

并选择生活于犹太传统中，但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列文森

对犹太传统的现代命运怀有深切的忧虑，并将其忧思融入儒学研究中。 
列文森对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困境怀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感受。列文森对犹太教的信仰形塑了他对现代

中国的理解，而他对中国的理解又反向强化了他对犹太信仰的态度。他对二者的忧虑意识循环往复，不

断地相互加强。中国近代的每一代知识分子都试图弥补儒家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的“断裂”，而他自己

同样处于犹太传统与现代价值相对立的困境之中。如果对于其他中国学家来说，中国研究是冷静客观的

学问，但对列文森而言则成为对自身犹太文化困境的参照，他关注的不仅是儒教的现代命运，还包括犹

太教的现代命运。 

3. 列文森儒学思想的观点梳理与述评 

3.1. 倡导“业余精神” 

列文森引用了“君子不器”这一理论来强调儒家文化精神的“非职业”特征，也理解为“业余精神”。

列文森认为由于传统教育和政治体制的限制，中国的文人艺术家都不是专家，渗透了业余精神，而缺乏

“专业精神”；其进一步强调明清时中国的文人学士，在他们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时，是文化闲暇的代

表人物，对进步和科学没有偏好，对商业和功利主义也缺少偏爱，认为明清时中国的文人学士之所以能在

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又持有“非职业”的偏见。由此可见，

缺乏专业精神的根本原因是“官”的吸引。由于制度上的原因，“知识的审美标准实际上是官位”[3]。 
一方面，列文森的分析放在明清时代是有历史的依据的，明朝是中国由兴盛走上衰落而西方由落后

走向强盛的重要历史转折期，而先人的“业余精神”和官本位的价值观对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发展的

时代洪流中掉队也是负有责任的。但另一方面，儒学定义下的“君子不器”有多种内涵，其中一种理解

是君子的能力不应限于某一种行业，而应关注人类一般事物。如果只是局限在某一领域有用处，那便是

成了器具，这一观点同列文森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从另外一种定义出发，把它理解为：君子不是

器具，在关注专业能力之外，更应有良心，有正义，有道德，有理想；知是非，明对错，这与当代中国

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由此可见，儒学在当代的发展，必须要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处理好

“器”与“不器”的关系。 

3.2. 传统与现代观点 

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研究模式中，列文森把儒学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带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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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由于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持续的经济繁荣以及全球盛行的工业主义论

调，现代化理论普遍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必然道路，列文森的“现代—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就是在

此思潮下产生的。 
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传统中国社会确实弥漫着反专业化和反商业的气息，不具备科学发展的社会土壤，

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和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儒学与现代化确实有对立的一面，如：列文森指出的儒家观

念中的非职业性因素，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儒学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以日本的现代化历史

进程为例，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开始了对儒家思想的集中批判，试图通过对旧的文化传统的抨击，

来建立一个完全“西化”的新国家。但历史表明，即使在外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内在对儒学传统的

摒弃双重背景下，日本传统文化的解体依旧是是非常缓慢而曲折的。“二战”战败后，日本实行的民主

化改革主要仿效欧美，以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形成；同时，儒学文化也重回大众的视野。

日本社会批判地继承了儒学中的部分伦理思想，把《论语》《孟子》等著作中的哲理，如忠孝、信义、

和为贵、见利思义等加以改造和利用，运用于政治管理、企业经营、维护社会风气等社会环节之中，使

之更符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当今日本人在浅表的意识中或已忘记了儒教，但在‘信义’或

‘诚实’这些涉及内在道德的实践方面，儒教道德依然存在。”[4]实际上，儒家文化已然成为日本传统

文化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的民族精神紧密融合。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对现代化发展是起到内生

性的积极作用的，要实现儒家文化的正向促进作用必须结合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的当下的政治经济需

要取其精华。 

3.3. “博物馆”说 

列文森关于“博物馆”说的核心观点，是其认为儒学必将衰亡进而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该观点

的形成主要源于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列文森关于“博物馆”说的核心内容主要涵盖在《儒教中国

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该书始终横亘着“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认为随着“西渐”的现代

化进程，儒学在“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主导下必然会走向衰亡。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传统

文化必然会辞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不只是儒学，其他的宗教哲学亦是如此。对于传统文化应该

进行创造性转化，将中国传统中某些因素重组或改造为推动变革的资源，并以此保持文化的认同[5]。因

此，儒学既不会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也不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更恰当的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 

4. 列文森儒学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4.1. 挖掘儒家思想新的时代价值 

结合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进一步挖掘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列文森

的儒学观点强调“博物馆”说，认为传统的儒学思想将会走向消亡，显然该观点是片面和不充分的[6]。
然而，也反映出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背景下，需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使其具有进步性和时

代性。因此，应将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诸如将儒家传统的德育思想、勤劳俭朴思想和自强不息思想

等内涵，切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通过改革创新的方式赋予其新的发展动力，使其进一步符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发展需求。在该过程中，既要对儒家思想中精华的部分进行传承，又要做到内容和方法上的

创新，在新时代宏观发展背景下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改造，彰显出儒家思想的发展性、实践性

和时代性，将深度挖掘儒家思想新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应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建设的道路中。 

4.2. 多方位培育具有现代儒学思想的复合型人才 

在任何历史阶段和发展条件下，人才永远是保障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主体。列文森的儒学观点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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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业余精神”，即引申出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器”与“不器”的问题，该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儒学思想

研究者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7]。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技术创新的迭代和国家发展需求的转变，新时代

既需要具备“器”条件的专业化人才，也需要具有“不器”条件的综合型人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哲学

关系。同时，根据前述分析，在挖掘儒家思想新的时代价值基础上，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宏观发展要求，需要将人才发展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纳入统一框架，多方位充分培育具有现代儒学思想的

复合型人才。 

4.3. 多渠道开辟儒家思想的传播方式 

根据列文森在儒学研究中对“传统—现代”视角的论述发现，传统儒家思想在传播方式上较为单一，

并且相对封闭[8]。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儒家思想不仅具备新的发展特征和思想创新任务，同时更需要

驱动儒家思想在传播方式上的现代性转化。根据当前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背景，利用好“互

联网+”的发展平台，通过建立专门的儒学思想分享网站、搭建儒学思想研究网络平台、邀请专家开展网

络讲坛等方式，使改革创新后的儒家思想得以在社会层面上进行广泛传播，使得社会各阶层和各领域群

众都能及时享受到新时代的儒家思想创新成果，以充分发挥新时代条件下儒家思想的价值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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