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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神学，他就翻译一下，讲政治儒学。他翻译过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的作品，柏克对他影

响很大。他的底子还是西学里的某些东西，包括基督教。 

  《南风窗》：其他的许多所谓儒家，也是把西方的那套东西搬过来，无非是要用儒学替代基

督教的位置，但思想体系还是西方那套。 

  丁耘：他们没看到中西的差异。一神教的宗教跟儒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原来起到公民宗教

作用的绝对不是儒家一家，三教合一嘛。儒家的道理，比如孝顺父母，忠君爱国，这些佛道两家

也讲，特别是佛家。精英可以学理学，他不用信因果报应，凭自己的良心办就行了，但是对于大

多数老百姓来说，用劝善书去讲因果报应，来调整民风。中国的宗教各有分工，结合在一起，合

力干一个事情。 

    儒家的未来 

  《南风窗》：未来的思想交汇中，儒家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丁耘：儒家传统和其他中国传统对这个革命和大国崛起都是有贡献的，但这种贡献很少通过

“儒家团体”落实。儒家传统超乎儒家团体发挥作用，这正是儒家传统最伟大的地方。而现在许

多自封的儒家基于狭隘的立场看不到这点，无法给予理性的解释。他们现在仍然重视立场和宣言

超过重视方法和解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马上可以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虽然打天下我们

没有出过什么力，现在到了治天下的时代就要用我们。他们甚至提出要立儒家为“国教”。 

  我跟一些儒家的朋友讲过，中国是民族国家，而“天下”是没有敌国的状态，我们还有敌国。

从全世界看，现在也不是汉代，更像战国。我跟他们讲，如果中国是世界老大了，也没联合国了，

中国就相当于联合国，管着全世界，我第一个赞成全面用儒家，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战国应该用

法家，不是用儒家。更不要说中国内部现在还有非常复杂的一面，这么复杂的民族关系，你怎么

能把儒家做“国教”呢？ 

  儒家真要立起来，说白了得能把古今中外全解释了。以前的儒家为什么牛？就是能历史、天

文、地理、人事、政治都给你解释了，后来是马克思主义把古今中外都解释了。儒家现在真正要

立足还是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儒家也必须经历一个类似“从空想到科学”的转折，这才是儒家当

前的头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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