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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彙編】 

徐復觀教授研究資料彙編--近人對徐復觀之政治、文化的研究(五) 

謝鶯興  

42.〈徐復觀對西方近代文化的評論〉，黃俊傑，《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23 卷第 5 期，2009 年 9 月，頁 15-20。 

按：本文分析 20 世紀中國儒家學者徐復觀對西方文化的批判，將徐氏的

批判言論放在 20 世紀東亞思想史的視域加以衡量。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前言」。提出：20 世紀中國新儒家學者常常以衡論

西方文化或思想作為手段，以增益他們對中國文化特質的理解為其

目的。徐氏對西方文化與思想的評論更是如此。 

第二單元「徐復觀對西方近代文化與思想的批判」。論述徐復觀

評騭日本文化、社會與政治，廣泛評論西方近代文化與思想的短長

優劣，歸納出兩點：1.西方近代文化是一種缺乏人類愛的文化。2.

西方近代文化是一種反理性主義的文化。 

第三單元「從東亞近代知識界看徐復觀的西方近代文化觀：與

福澤諭吉及胡適比較」。將徐氏與近代中國及日本的知識分子比較，

以凸顯他對西方近代文化的批評意見的歷史位置。一是論近代中日

知識分子對西方近代文化的看法，以日本的福澤諭吉及中國的胡適

為例。二是論徐復觀批判西方近代文化的中國文化因素，以中國人

文主義為立足點，批判西方現代文化有兩大弊病：1.由機械之力，

把每一個人都緊密地揉進各種集團之中；2.科技之發展使人的生活

方式快速變遷，形成反傳統心態。 

第四單元「徐復觀與 20 世紀中國新儒家學者論西方近代文化：

與唐君毅及錢穆比較」。論述徐氏與唐君毅、錢穆對西方近代文化的

評論之異同，認為「同者」可顯示當代儒家的共同傾向：錢穆是強

調西方近代文化的衝突、矛盾與缺陷；唐君毅認為西方近代文化與

現實力量密切結合，產生帝國主義等罪惡；徐氏認為西方近代文化

因通過近代西方人的國家意識而表現，成為缺乏人類的文化。異者

是：徐氏從人之存在的社會經濟政治網絡著眼，批判西方近代文化

之「非人間性」，缺乏人類愛；唐君毅傾向於將近代西方文化作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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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加以分析。 

第五單元「結論」。提出徐氏之批判西方近代文化、思木山心 與

藝術，實有其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價值)之背景，也是他彰顯中國

文化特質的一種途徑。他是傾向於在具體的社經政治思考西方文化

問題。  

43.〈「憂患意識」的現代闡釋：以徐復觀為中心〉，劉毅青，《淮陰師範學院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2010 年 5 月，頁 649-654。 

按：是篇「前言」說明「憂患意識」是一種存在的生命情調，到徐復觀

才成為一個思想範疇，才被自覺運用到中國文化精神的概括上，用

來概括和揭示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理性自覺，作為中國文化的本質特

徵。以下分為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提出「憂患意識」是徐氏根源於他對《易傳》的理解，

通過對周人的集體心理的分析，以此四字概括周人精神發展的動

力。對中國文化所起的根源性的塑造作用，與西方文化的宗教意識

不同。以下即引徐氏說法論述。 

第二單元提出徐氏的「敬」是認為中國人從對宗教的「畏」轉

化為人文的「敬」。他所理解的宗教精神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超越，

在宗教向道德轉變過程中，憂患意識起了推動作用。並提出「憂患

意識」作為現實的生存體驗，與海德格爾「畏」加以比較，「憂患意

識」是一種道德自覺，是一種集體的意識；海德格爾的「畏」是一

種個體意識，生存意識帶有宗教的色彩。 

第三單元認為「憂患意識」作為一種理性的自覺，其現代意義

在於它超越個人對生存的恐懼，憂患中的個人命運，從一開始就同

族群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促使個人把自我的價值同整個族群價值聯

繫在一起，是一種自我的表現。認為自我意識作為現代性最核心的

內容，在西方要到文藝復興才逐漸發展起來的。而徐氏認為中國人

的「憂患意識」從對命運作出思考的生存感受激發了與宗教意識相

對的道德自律意識。 

「結語」提出徐氏認為，中國人的精神動力來自「憂患意識」，

它是以激勵自我為目的的情感，克服困難的意志，從歷史中尋找反

省契機，對未來自覺的選擇，它帶有根源性的理性自覺意識。徐氏

是從中國文化傳統中發掘其深厚的理性自覺，使之具有現代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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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44.〈憂患意識與幽暗意識論析〉，孫陽陽、吳利，《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14 卷第第 6 期，2012 年 11 月，頁 53-58。 

按：作者在「引言」說明「憂患意識」是徐復觀提出，是精闢而凝練地

凸顯中國文化精神的特徵。「幽暗意識」是張灝提出，很大程度受到

徐復觀的影響。認為對這兩個概念的基本內容及其理論影響需詳加

辨析。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二者的基本內涵」。闡述「憂患意識」的內涵是在周

人的生活中集中表現為「敬」，是一種對事態發展吉凶成敗的憂慮以

及由之產生的警惕性，是內生、主動的，充滿了個體的主體性。「敬」

的態度背後蘊含著對成功的追求與渴望。「幽暗意識」的基本內涵，

直接引用張灝的說法：「是發自對人性中與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

惡勢力的正視和醒悟。」 

第二單元「人性論基礎」。分析「憂患意識」的提出是基於特定

的人性論基礎之上的，是徐氏對人性善的肯認，對於人的理性的贊

揚。「幽暗意識」以危機神學對人性的認識為藍本，特別重視人的罪

惡性，是在直面幽暗的前提下追求理想主義的光明與美好。 

第三單元「對民主政治的訴求」。指出徐氏認為應將人民確定為

政治的主體，以人民的好惡來決定政治的好惡，從而實現由傳統民

本政治向現代民主政治的轉化。指出張氏認為只有合理限制權力行

使的界線才能真正實現民主的價值，現代西方政治運作的重點亦是

如何通過政治機構的合理安排實現權力的有效制衡。 

第四單元「憲政民主的祈盼與警惕人性之『幽暗』」。指出由於

恐懼人性的幽暗與不受制約的權力相結合而帶來絕對權威可能對社

會造成的威脅，憲政的目標首指政治權力的約束與制衡。而徐氏對

於張氏提出的以「幽暗意識」作為民主政治精神基石的觀點始終難

以認同，自始不渝地認為人性之善以及良心自由才是現代民主政治

發展最穩固的基石。 

「結語」。提出當下中國憲政民主發展的當務之急，是積極地踐

行憲政民主，在實踐中強化觀意識，完善制度設計，使憲政民主落

地生根，走向穩健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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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傳統與現代之間：徐復觀的憂患與兩難〉，劉啟良，《浙江社會科學》，1997

年第 2 期，1997 年 3 月，頁 95-100。後收錄於《啟良集》，學林，1998 年

11 月，頁 62-75。 

按：作者在「前言」先概述徐復觀的事跡，提出徐氏身上兼有傳統主義

與自由主義的特色，體現他在傳統儒學與現代民主政治間的雙重憂

患和兩難的取舍。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討論徐復觀對傳統文化的兩難」。首先指出徐氏從理

論上說明傳統文化的重要性：1.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時間的觀念，

歷史意識的強弱，體現出的是一個民族生命力的強弱。2.歷史中有

「常」有「變」，有「特殊性」有「普遍性」。3.援引日本學者務台

理作的學說，將傳統分為「低次元的傳統」和「高次元的傳統」，前

者表現為歷史文化中的具體事務，後者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

接著指出徐氏背負一種兩難包袱的三種面向：第一是時而站在衛道

的立場，時而站在傳統的對面揭其短處。第二是怎樣看待傳統，非

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第三是近百年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傳統與自由

派之爭非出於純學術的原因，是緊扣著如何開出中國現代化新路的

主題。 

第二單元首先指出徐氏有厚實的國學根柢，未受西學嚴格的訓

練，但仍進行中西文化的認識與比較，提出西方文化是「知性文化」，

來源於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側重「科學的世界」；中國文化是「仁

性文化」，是對人的憂患負責而形成發展的，是對自已的人格負責，

是對人類的負責，側重「價值的世界」。故徐氏認為中國人當下的使

命是一方面發展科學，一方面發揚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 

第三單元指出徐氏認為民主政治是「人生之門」，要建立真正的

人文世界，就必須建立起民主政治。因而對古代專制政治的批判是

毫不諱言地批判，是其新儒學極具特色之處。認為徐氏一方肯定儒

家思想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又不承認儒家思想對中國專制主義政治

文化負有責任的矛盾。指出徐氏對自孔子以來儒家的德治思想概括

出四方面的不足。作者最後歸納出徐氏政治思想的三點矛盾：1.為

何非要通過復活儒學來「得其最高的依據」？2.為何中國兩千年來

的專制主義政治儒家沒有責任？3.徐氏根本沒有認識到德治思想從

本質上說是反民主的，二者是分屬於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體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