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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伦理文化从传统走向

现代的转型时期，也是一个连接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伦理

思想的变迁发展与中国社会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尤为明显。植根于社会变革现实的

伦理思想的变迁，在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都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伦理思想的变迁是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伦理危机的现实背景下进行的。传

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转型，始终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民族振兴的历史主题

展开。西学东渐背景下中西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以及知识精英在救亡与启蒙双重

变奏中的伦理觉悟推动了民国时期伦理思想的变迁发展。

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逐步形成的大背景下，“伦理学”学科从传统“通人之学”中

分化独立出来。随着对西方伦理学学理研究的不断深化，以西方伦理学学科范式为

依据的现代伦理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其主要标志包括：现代伦理学学科内涵与边

界的确定、现代伦理学学科术语体系的形成、现代伦理学课程在高等学校的普遍设

置、相当数量的现代伦理学论著与教科书的出版、现代伦理学教学科研群体的形成

与学术刊物的创立以及现代伦理学学科群初具规模等等。

民国时期，以拥有留学经历、学贯中西的学者为主体的知识精英群体承担了延续民

族文化慧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他们积极引介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博爱观、功

利主义和公民道德观等现代性道德观念，以改造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和变革传统社会

。

基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性

价值理念，批判作为封建社会“伦理型政治”合法性基础和核心价值观的儒家宗法

集体主义，并力图给传统集体主义注入新的具有时代性的内涵。马克思主义集体主

义从人的本性出发，科学地阐释了集体的内涵，辩证地把握了集体与个人、集体利

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了对儒家宗法集体主义的超越，从而成为近代

中国集体主义的最终走向。这一新型价值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以

及根据地建设的基本道德原则，并在救亡图存中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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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现代性的强势冲击下，现代新儒家以“返本开新”的逻辑理路开启了儒学现

代转化的初步尝试，并确立了儒学现代转化的三个向度：即通过返本开新，由内圣

（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新外王（科学和民主）；在义利观上从“贵义贱利”走向

“义利合”；在群己观上从“群己对立”走向“群己和谐”。他们以儒学融摄现代

性，在坚持儒家伦理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吸收、融会西方现代性道德观念，并试图

用儒学传统的价值关怀去突破“现代性”所带来的困局，以实现对西方“现代性

”的超越。

总之，民国时期伦理思想的变迁发展不仅促进了现代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创建，确立

了传统伦理文化现代转化的文化路径，而且为救亡图存时代使命的完成以及民主共

和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道德支撑和思想资源，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当然

，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化并未彻底完成。从而也正体现出这一时期伦理思想“承上启

下”的时代性特征。

         

关键词：民国时期伦理思想；现代伦理学学科体系；现代性道德观；集体主义；儒

学的现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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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ublican period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al thoughts. It is both a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In this period, it is very remarkable that there is an

important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ethical thoughts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ethical thoughts that rooted in the reality of social

chang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thical culture as well a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ange of ethical thoughts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ve national crisis and the moral cris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thics in modern times has always encompassed

the issues of saving the nation in peril and committing to the nation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th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of the double concerns of salvation and enlightenmen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al thought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this period, with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China’s modern discipline system,

the discipline of ethics separ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study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ethics, the modern

ethics discipline system that based on the western ethics discipline paradigm has

come into shape. The main signs of the modern ethics discipline system include:

the connotation and boundary of modern ethics be determin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erminology system of modern ethics, the modern ethics courses be set in

generall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works and modern

ethics textbooks were publishe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thics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and the cre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subject group of

modern ethics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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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dern morality was introduced

mainly by the intellectual elite who had studied abroad, they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the idea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the concept of philanthropy, the

utilitarianism, and the citizen’s morality. They introduced the modern moral

concept aims to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ethics system and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Based on the needs of saving the nation, Modern Enlightenment thinkers

criticized the Confucian patriarchal collectivism by way of freedom, democracy,

equality, human rights and other modern ideas of value, and tried to instill new

meaning to the traditional era of collectivism. The Marxist collectivism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llectivism and explored the new

implication. The new-type collectivism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beyond the Confucian patriarchal collectivism and was endowed with

the values of the new time. The new values become the basic moral principl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leadership of the revolutionary ranks and

base construction. Moreover,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hes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survival of the nation.

   Under the tremendous impact of Western modernity, the Neo-Confucianism

attempted to ope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by “Returning then

blazing a new trail”, and establishe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Developing the Science and Democracy from the

doctrine of “hsin-hsin”. In view of Justice and Interests, they advocat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Noble righteousness ” to “the unific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In view of the group and individual, they advocat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opposition of the group” to “harmony of the group and individual”. Based o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Confucian ethics, they absorbed and digested the

western morality of modernity. They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brought

by the “Modernity” by means of 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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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endence of “Modernity” of the west.

   In a word, the evolution of ethical though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t only

created modern ethics discipline system and established the cultural path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thics, but also provided moral supports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fulfilling the mission of salvation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system, which is aimed to promot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ethical

culture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achieved. Therefore, it inherits the past and

usher in the future, embodying the “nexus” characteristics of ethical thoughts in

this period.
         

Keywords: Ethical though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bject system of modern

ethics; Morality of modernity; Collectivism;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参考资料
         
一、论著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张岂之.民国学案（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

[3]陈瑛.中国伦理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4]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钱广荣.中国伦理学引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6]张锡勤等.中国伦理思想通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7]张锡勤.中国伦理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8]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9]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姜法曾.中国伦理学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1]张锡勤,柴文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上、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2]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13]张锡勤等.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4]徐顺教,季甄馥.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5]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张怀承.天人之变：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转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7]赵炎才.致用与重构的二重变奏——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18]段炼.“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五四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9]徐嘉.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0]黄进兴.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明初道德意识的转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1]孔亭.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研究（1895-1923）[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22]陈文.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伦理探索——从戊戌到五四[M].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1.

[23]徐曼.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4]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5]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6]王泽应.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7]徐庆文.20世纪儒学发展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0.

[28]陈书纪.意识形态下集体主义的历史演进[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

[29]刘晓虹.中国近代群己观变革探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0]杨玉荣.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2]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3]朱有瓛,戚名琇,钱曼倩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M].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7.

[34]钱焕琦.中国教育伦理思想发展史[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35]罗国杰.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6]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7]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8]王晓秋,尚小明.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1995.

[4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41]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2]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3]陈独秀.陈独秀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4]张君劢.儒家哲学之复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5]张锡勤.中国伦理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8]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鸦片战争（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0]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5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52]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4]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2010.

[55]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6]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7]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外六种）[M].中华书局,1988.

[5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M].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5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0]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6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2]王兴国.杨昌济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3、18、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57、1960、1964、

1963.

[64]万俊人.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65]魏源.魏源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6]郑观应.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67]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4）[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8]陈少峰.生命的尊严——近代人道主义的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9]章太炎.章太炎自述[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70]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五）[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1]陈旭麓等.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7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3]康有为.康有为全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4]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

[75]章太炎.章太炎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9.

[76]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外一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7]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78]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2004.

[80]傅斯年.傅斯年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81]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世界书局,1935.

[82]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

[83]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84]周棉.中国留学生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5]（明）李之藻编,黄曙辉点校.天学初函.编理[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86]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87]（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M].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88]汝信.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89]黄建中.比较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90]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91]李喜所.近代中国留美教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92]张之洞.劝学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93]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94]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95]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M].山西高校出版社,1994.

[96]李喜所.中国留学通史.民国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97]黄美真.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8]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9]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伦理教科书[M].扬州：广陵书社,2013.

[100]江恒源.伦理学概论[M].上海：大东书局,1935.

[101]温公颐.道德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02]黄方刚.道德学[M].上海：世界书局,1934.

[103]张东荪.现代伦理学[M].上海：新月书店,1932.

[104]谢幼伟.伦理学大纲[M].重庆：正中书局,1944.

[105]冯友兰.人生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106]李石岑.人生哲学（卷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107]张廷健.现代伦理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08]申自天.伦理学[M].天津:天津工商学院,1944.

[109]聂运中.当代伦理学[M].重庆:成丰印刷厂,1947.

[110]汪少伦.伦理学体系[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11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12]左玉河.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创建[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113]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4]张东荪.道德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1930.

[115]谢扶雅.伦理学[M].上海：世界书局,1932.

[116]余家菊.中国伦理思想[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17]唐凯麟,王泽应.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18]（日）三浦藤作著.中国伦理学史[M].张宗元,林科棠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119]李相显.人生哲学[M].北京：和平出版社,1947.

[120]谢扶雅.中国伦理思想述要[M].广州：岭南大学书局,1928.

[121]蔡尚思.伦理革命[M].上海：泰东图书局,1931.

[122] 刘真.儒家伦理思想述要[M].南京：正中书局,1947.

[123]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第1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124]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25]（日）三浦藤作.西洋伦理学史[M].谢晋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26]姚舜钦.八大派人生哲学[M].上海：中华书局,1931.

[127]宋国宾.医业伦理学[M].上海：医药评论社,1933.

[128]侯怀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 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129]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30]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31]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3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册）[M].台北：文星书店,1966.

[13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134]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35]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6]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137]刘桂生等.严复思想新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138]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9]康有为.孟子微[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0]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41]周振甫.谭嗣同文选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14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144]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78.

[14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47]郭汉民,高波.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高一涵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48张君劢.立国之道[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1.

[149]张东荪.理性与民主[M].长沙：岳麓书社,2010.

[150]熊十力.十力语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5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5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53]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1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154]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55]朱贻庭.中国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56]张传开,汪传发.义利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之演变[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57]高亨.商君书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8]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9]（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0]苑书义.李鸿章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1]李培超.义利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162]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63]胡适.胡适文存[M].合肥：黄山书社,1996.

[164]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65]（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6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6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5页。

[168]王齐彦.儒家群己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69]耿步建.集体主义的嬗变与重构[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70]（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71]俞可平.社群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72]（法）拉法格.拉法格文选（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3]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75]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一大——十八大）[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176]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77]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78]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80]冯定.冯定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181]（俄）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M].巴金译,平民书店,1941.

[18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83]（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84]（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185]（美）贝迪阿.纳思.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186]李秀林.李秀林文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87]高瑞泉.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8]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189][（美）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90]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M].台北：时报文化出

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

[191]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192]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版谱长编初稿（第6册校订版1947-1953年）[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0.

[193]汤一介.汤一介集（第5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94]熊十力.新唯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9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196]沈小勇.百年回眸：儒学的现代之境[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197]方克立.方克立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98]熊十力.读经示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99]熊十力.熊十力全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00]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01]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02]张君劢,胡适.科学与人生观[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

[203]郭齐勇.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204]梁启超.儒家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0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M].台北：中正书局,1968.

[206]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207]（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

[208]李翔海.现代新儒学论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209]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M].上海：中华书局,1933.

[210]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上）[C].合

肥：黄山书社,2008.

[211]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12]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13]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M].台北：台湾书局,1981.  

[214]沈云龙.张君劢先生七十寿庆纪念论文集[C].台北：文海出版社,1956.

[215]李祥俊.熊十力思想体系建构历程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16]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21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8]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19]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20]赵炎才.晚清民初道德观念嬗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21]蒋介石.中国之命运[M].南京：正中书局,1943.

[222]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二、论文

[1]杨方.20世纪中国的西方伦理学研究回顾[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29-34.

[2]杨玉荣.中西伦理思想在近代的冲突与交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02-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108.

[3]蒋国保.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J].江海学刊,2001,(2):103-109.

[4]李翔海.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J].齐鲁学刊,2007,(6):5-10.

[5]刘波.当代集体主义模式演进研究[D].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11.

[6]朱志勇.论集体主义的历史嬗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2):54-59.

[7]赵壮道.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集体主义思想解析[J].道德与文明,2013,(3):57-61.

[8]叶芳.革命根据地的集体主义文化模式探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J].2013,(5):103-107.

[9]杨玉荣.刘师培与中国近代伦理新术语的生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67-72.

[10]黄兴涛,曾建立.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论现代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

[J].清史研究,2008,(1):51-72.

[11]勾小群.民国时期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研究[D],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6.

[12]赵清文.清末伦理学教科书的编纂及其对学科发展的意义[J].湖北社会科学,2013,(11):101-104.

[13]毕苑.从《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书中的国民塑形[J].教育学报,2005,(1):90-95.

[14]尧新瑜.社会转型期学校道德课程三种范式的转换[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6):56-59.

[15]杨弘博.从教科书看伦理思想的演变[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7,(1):23-29.

[16]徐曼.刘师培与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J].学术论坛,2007,(12):162-166.

[17]顾红亮.民初修身教科书中的责任认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32-38.

[18]陆茂清.蔡元培在北大筹建“进德会”[J].传承,2010,(25):38-39.

[19]赵炎才.20世纪11-20年间思想界的一个侧面——对民国初期“道德救亡论”的学理解析[J].济南大

学学报,2005,(2):60-64.

[20]赵炎才.民初政治道德建构思想的历史透视——以《正谊》杂志为中心[J].伦理学研究,2007,(4):70-

76.

[21]陈玲.国难下的“新道德”大讨论[J].文史精华,2011,(2):32-36.

[22]沈铭贤.宋国宾的《医业伦理学》[J].伦理学与精神文明,1983,(3):25.

[23]张斌.宋国宾：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先导[J].医学与哲学,2002,(9):64.

[24]张静娴,杨芳.从《医业伦理学》看宋国宾的现代医德思想[J].吉林医药学院学报,2014,(4):278-281.

[25]何兰萍.中华医学会: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5):626-627.

[26]万俊人.百年中国的伦理学研究[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23-26.

[27]李喜所.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良性互动[J].社会科学研究,2004,(5):123-126.

[28]季羡林.中国留学大词典题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2):34.

[29]冯天瑜.历史文化语义学：从概念史到文化史[N].中华读书报,2010-6-30.

[30]张东荪.十年来之哲学界[J].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3).

[31]何怀宏.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发端与北京大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77-83.

[32]王泽应.论杨昌济伦理思想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6):41-50.

[33]P�克拉森.12 世纪的高等学校和社会[J].文化史档案》, 1966,(48):155.

[34]颜福庆.医家之责任[J].中华医学杂志,1916,(2):39-40.

[35]丁福保.论医之目的[J].中西医学报,1910,(1):4.

[36]宋国宾.医事建设方略[J],中华医学杂志,1934,(20):320.

[37]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6):1-6.

[38]姜琦.教育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研究之科学[J].教育杂志,1948,(33）:6.

[39]陈静.自由的含义：中文背景下的古今差别[J].哲学研究,2012,(11):49-53.

[40]李建华.论道德自由境界[J].道德与文明,2008,(2):4-10.

[41]耿云志.关于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J].中国文化研究,2008,(2):1-3.

[42]石元镐.胡适自由观的特征与演变[J].中国哲学史,2004,(4):109-115.

[43]赵慧峰,俞祖华.从严复到胡适：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承与调适[J].文史哲,2010,(6):69-78.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44]迟成勇.张岱年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派别的研究[J].理论与现代化,2013,(6):66-73.

[45]张荣华.功利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6):90-96、108.

[46]高瑞泉.鱼和熊掌何以得兼？——“义利之辨”与近代价值观变革[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0,(5):11-19.

[47]刘嘉桂.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中的社会公德思想[J].江苏社会科学,1999(1):97-100.

[48]李璜.伦理的社会性[J].少年中国,1924,(10):5-10.

[49]惟一.最近社会之悲观[J].正谊,1918,(7):1-8.

[50]根本之解决[J].申报（影印本）,1916,(140):27

[51]译者识.中国教育制度变迁概论[J].新译界,(1):108.

[52]救中国必先培养国民之公德[J].东方杂志.1905,(7):156-157.

[53]论社会改革[J].东方杂志,1905,(8):172.

[54]胡伟希.儒家社群主义略论[J].文史哲,2006,(4):31-37.

[55]杨国荣.我的自觉与群体认同——明清之际儒家群己观的衍化[J].南京社会科学,1993,(4):49-52.

[56]郭沫若.革命势力之普及与集中[J].鹃血,1926,(4).

[57]赵壮道.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发展历程与理论特点[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4,(3):16-22.

[58]李翔海.从后现代视野看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质[J].中国文化研究,2006,(4):11-21.

[59]万俊人.西方“现代性”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之建立论纲[J].伦理学研究,2002,(1):76-82、107.

[60]漆思.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2,(4):73-78.

[61]唐凯麟,曹刚.儒学的再生是否可能——论儒学的当代命运[J].社会科学辑刊,2000,(1):4-11.

[62]方朝晖.儒学如何接受西方现代性挑战[J].人民论坛,2014,2（上）:66-67.

[63]金小方.现代新儒家对儒家自由观的接契与转型[J].河南社会科学,2015,(7):72-76.

[64]黄建跃.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个维度[J].伦理学研究,2012,(4):22-27.

[65]魏苏.略论“内圣外王”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境遇[J].江西社会科学,2011,(2):57-60.

[66]张怀承,姚站军.“内圣外王”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新探[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103-107.

[67]宋志明.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1):9-15.

[68]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J].改造,1922,(4).

[69]王晓黎.从“徳法合一”到“内圣外王”——张君劢“徳法合一论”述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113-117.

[70]颜炳罡.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J].文史哲,1994,(4):39-45.

[71]杨国荣.先秦儒学群己之辨的演进[J].孔子研究,1992,(3):18-24、57.

[72]高瑞泉.价值观转变：“继往开来”如何可能[J].学术月刊,2000,(9):98-106.

[73]杨国荣.人生理想的理性建构——论冯友兰的人生哲学[J].南京社会科学,1992(1):74-77.

[74]欧阳哲生.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为中心[J].中国文化研究

,2001,(2):16-25.

[75]唐凯麟.试析爱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J].道德与文明,2003,(3):5-9.

[76]唐凯麟,王泽应.二十世纪中国三大伦理思潮[J].江海学刊,1998,(6):78-83.

[77]高兆明.现代性视域中的伦理秩序[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5-13.

[78]王晓华,沈小勇.儒学的现代危机：启蒙话语与创生范型[J].哲学研究,2012,(8):50-54.

[79]余秉颐.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核心理念[J].安徽史学,2010,(6):77-84.

[80]蒋国保.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J].孔子研究,2000,(1):26-35、46.

三、工具书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2]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大词典[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3]尚海等.民国史大辞典[Z].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4]沈云龙.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近代中国史料从刊三(第11辑)[Z]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5]唐铖,朱经农,高觉敷等.教育大辞书[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四、其他史料

[1]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Z].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4]私立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Z].南京：私立金陵大学,1948.

[5]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张丽萍.相思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8]吴贻谷.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Z].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9]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Z].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

[10]李义丹.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校史简编[Z]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

[11]郭贵春,倪生唐.山西大学百年校史[Z].北京：中华书局,2002.

[12]朱斐.东南大学史1902-1949（第1卷） [Z].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13]《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等教育法令汇编[Z].重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42.

[1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Z],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16]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7]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指导书（民国三十四至三十五年度）[Z],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

学全宗L7-1945-41.

[18]燕京大学课程一览表（民国三十至三十一年度）[Z],北京大学档案馆,私立燕京大学全宗

YJ1941006.

[19]国立清华大学本科课程一览（民国十八至十九年度）[Z].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29.

[20]国立清华大学本科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Z].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5.

[21]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民国十九至二十年度）[Z].北平：私立燕京大学,1931.

[22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Z]北平：私立燕京大学,1937.

[23]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至二十年度）[Z].南京：私立金陵大学,1931.

[24]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度）[Z].南京：私立金陵大学,1931.

[25]辅仁大学[Z].北平：私立辅仁大学,1930.

[26]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册[Z].北京: 私立中国大学,1923.

[27]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度）[Z].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27.

[28]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Z].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3.

[29]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的文史哲学科：一个宏观视野下的微观研究[R].北京：教育部全国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结题报告,2009.

[30]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Z].北平：国立北京大学,1934.

[31]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Z].北平：国立北京大学,1935.

[32]北京大学日刊(第1991号),1926-11-27日(2-3).

[33]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至二十一年度）[Z].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

全宗BD1930014.

[34]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度）[Z].北平：国立北京大学1933.

[35]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Z].北平：国立北京大学1936.

[36]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Z].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5.

[37]国立中山大学一览[Z].广州：国立中山大学,1930.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