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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有为的生平在历史上极具争议性，其将儒学转化为儒教思想主张有重要影响。他的《以孔教为国教配

天议》在孔教会(即儒教)发展过程中是一篇关键性议文，所体现保教思想在康氏宗教思想中极具总结性。

通过对《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康有为保教思想进行分析，可厘清其保教思想来源于学贯中西的学识

积累，并在其思想中有特定地位，应当给予合理的历史评价。康有为保教思想出发点在于救国救民，历

史上对其尊孔教过程多为负面评价，但考虑其所处特殊时代环境，故应多关注其宗教思想积极的初衷与

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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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ntroversial historical figure, Kang Youwei’s idea of transforming Confucianism into Confu-
cianism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Kang Youwei’s discussio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016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016
https://www.hanspub.org/


李其鑫 
 

 

DOI: 10.12677/acpp.2024.131016 104 哲学进展 
 

“Taking Confucian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and Matching Heaven’s Arguments” is an important ar-
tic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onfucian Church (Confucianism), in which the thought of protect-
ing religion is very summative in his whole religious though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Kang You-
wei’s thought of protecting education in the discussion “Taking Confucian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and Matching Heaven’s Argum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Kang Youwei’s thought of protecting edu-
cation originates from his ideological support of being well versed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and 
his thought of protecting education has a specific position in his thought, which should be given a 
reasonable historical evaluati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Kang Youwei’s religious thought is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In history, the evaluation of his religious process is mostly critical, but 
in the special era environmen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guidance of 
his religious thought, and provide reflection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oday’s traditional 
thought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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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明夷、天游化人等，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生于 1858 年，卒于 1927
年，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与改革家，历经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主要发起人)、辛亥革命和五四

运动等剧变的历史时期，在政治、思想、学术领域作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 
辛亥革命以后，在 1913 年，异国他乡漂泊长达 15 年的康有为终于得以回国，移居上海，办《不忍》

杂志，主张“以孔教为国教”，《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即是康氏尊孔复古的代表作，发表于 1913 年 4
月《不忍》杂志第三册，后收录于《康有为政论集》。《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全篇以“人道”为基，

对比各国政体之中宗教之于国家之地位，引出“凡今各国，虽信教自由，而必有其国教独尊焉”([1]: p. 91)，
点明当时各国之强盛多是因国教而昌，然而今国家无国教却以“信教自由”让他国之教肆意传播，其带

来深重思想危害，为救民族思想于水火之中，所以康有为在先言到：“故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

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1]: p. 92)康有为由此阐明如何定孔教为国教，且以立孔圣人

为尊奉，达到宗教信仰的统一。当然，康有为此举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之下，显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所

以其主张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但其以孔教为国教对抗西方思想侵略的保教思想是有着一定的时代价值

的。 

2. 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思想渊源 

康有为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值此之际，清朝正处于外患不断，内忧不止之时，大量关于西方

的先进知识传入中国，当世众多有识之士积极跟进西方，纷纷著书立说，为后来的康有为接触西方知识

创造了一定的环境。当然，康有为早年的学识主要得益于家学渊源，其弟子梁启超所著《康有为传》中

有介绍：“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2]: p. 24)康有为年少时颇有“圣人”之资，乡里叫他“圣

人为”，先后师从多位当时的儒家大师，及至后来跟随清代广东名儒九江先生朱次琦学习，“康有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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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为定于一尊的现代新儒学的鼻祖，称得上是儒家既“仁”且“智”、既“明”且“哲”的最后一位圣

哲”([3]: p. 28)，即得益于他的这些学习经历。所以，康有为乃今文经学宗师，且在当世对于西方文明熟

知，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所作《孔子改制考》，正是吻合了其中西文化之背景，并且促使其后来保教

思想的持续演绎。 
(一) 今文经学宗师康有为 
康有为从小就接受了一整套封建的正统教育，在祖辈父辈的其耳提面命下，养成了极其执着和虔诚

的性情，少时熟读六经，跟随名师学习国学，便有志于圣人贤德的学问。而对康有为一生影响最大的是

大儒朱次琦，在他的指导下，康有为初步融汇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学术史的经络，并且受老师影响，康

有为试图以自己的眼光重新考察历代各家学说，也为后期阐述自己的尊孔保教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文经学是在汉代兴起的一个儒学学派，其依托于帝王家，成就于六经之学。在子学转为经学的过

程中，汉代董仲舒吸收黄老道家学说之精要建立起新的儒家之学，并且取得正统学说的地位。作为官家

正统之学，今文经学即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以师承相传，传授的经典即是西汉新编之儒经。自秦始皇焚

书坑儒，统一文字，保留官家子学，后又被项羽火烧阿房宫，造成各国不同文字书写的正统儒学典籍，

即古文经学多有损失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在留存下的经典的基础上，多从民间

师徒相传口授等，搜集整合而来，形成了以当时流行的隶书写成的新编儒经。这些新编儒经并不一定准

确，也有的掺杂着前人的注释改编，所以，在康有为学有所成之后，对于这些经典大都有着不同程度的

怀疑。 
康有为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中修成了今文经学的宗师，而他对于今文经学的观点大都体现在他自己

撰写的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同时他对于部分古文经的怀疑也在其中体现。当

然，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正本清源，而是有其政治目的。正如刘霆所著《中国

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康有为中论述：“《新学伪经考》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守

旧派。它将儒家视为神圣的经典斥之为‘伪’，并予以否定，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进而引发了

人们对封建制度的质疑，为未来变革封建制度制造舆论。”([4]: p. 36)康有为将儒家思想中的“经世致用”，

循着前人的脚步，发挥到了当世的极高点，其思想在世影响深远。 
(二) 康有为“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思想演变 
晚清民初，欧洲及美国等地的学术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当世诸多学者大师关于西方的著作或译作如

群星般璀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少年时代的康有为便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海国图志》《瀛

环志略》及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部分西书等使得康有为较早地了解到世界地理及历史的常识。故此，

超越同时代读书人的开阔视野，使得康有为产生诸多异于常人的学术见解。 
同时，在中国社会正面临深重文化危机的情况下，康有为在不断地以自己独到的眼光审视着这个世

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学术主张。在这个过程之中，康有为早期主要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中

国传统学术，但在经过长期的探究之后，发现仅靠传统文化自我反省，并不能解决当世的文化危机。这

个时候，少年时由西学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终归是发挥了作用，使得康有为青年时开始以自己深厚的中

学功底去解读西方思想，并将之应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开创出了一个新的以“变”为核心

的思想体系，在探索家国之未来中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甲午战争的耻辱更是让康有为的思想活跃于

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公车上书”使得康有为真正登上了时代的舞台，其维新思想也是在这个时候，一

步步走向成熟。 
终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经历，导致维新告一段落，康有为踏上了漫长的流亡海外的道路。这条道路

是充满坎坷和苦楚的，但同时也让康有为真正实地考察了不同国家的体制及主流思想，也正是在这之中，

他坚定了从国教合一中探索救国道路的思想。康有为在海外团结华侨，结识了不少各国政要名流，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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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积极救国的组织，还因此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从其流亡经历来看，康氏在近代中国史上是鲜有的

极为了解西方国家的人物。及至后来，结束异国漂泊回到家乡，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主张尊孔复

古，以孔教为国教。大概是遍观西方国家因一教而使国家思想统一而至于体制完善，并且颇为强盛，所

以迫切想要让本国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教派，使得其政治理想的以实现。康有为希望以孔教来整合

国人涣散麻木的心，与鲁迅讽文颇有相似之处，即都希望以一家之思想唤醒沉睡之国民。梁启超有对其

师的志向的表达：“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

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2]: p. 44)
可见，康有为的主体思想在于救国，而救国就得先树立国家信仰，但其之后思想却走向于近乎偏执，同

行及后世多有不认同或进行批判，在此不过多赘述。 
(三) 进化论与中国传统变易哲学观之结合 
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生物进化论，运用于社会领域，形成社会进化论，不仅改变着西方世界，

在近代传入中国后更是引起中国人思想的转变。康有为以其别具一格的学术思想对进化论加以运用，使

其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变易哲学的基础上，结合创新，形成新的哲学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康有为的儒学改造，为贯穿中西、作为全世界普遍‘公理’的社会进化论渗入中国社会，开辟了一条崭

新的道路”([5]: p. 205)。 
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主要在于其对“公羊三世”说的阐释。传统“变易”哲学中，昭示着万事万

物的变化是无穷的，这首先给康有为提供了改变的基础。即“公羊学说”中的“三统”说和“三世”说

中蕴涵着国家朝代更替，个人言传变更的循环“天理”，康氏在深刻理解“公羊三世”说的基础上，找

到了该学说的缺陷，在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后将之与“公羊三世”说变易思想融汇，形成了以历史进化论

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从此，“三世”说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即前人的“三世”之说要么局限与某

个朝代而适用，要么就是从未跨出过中华大地，康氏结合中西，将“三世”说定位于万世无穷，跨界于

中外生民。“康氏‘三世’说博大深远，纵穿历史，囊括世界”([3]: p. 177)。康氏从思想上突破传统，

开创了近代新儒学，其行为无愧于盛名。也是在此，“康氏思想在近代史上掀起了巨浪，运用进化论的

历史观作为驱动力演绎着中国近代史上的新场面”([3]: p. 189)，即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 
当一个被世界公认的学说进入未曾到达过的地方，必然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思想的火花，而作为承载

者，根据接触的早晚和理解的深浅等，也必然会衍生出不同层次的思想。社会进化论传入中国，再进而

被康氏加以运用，产生出的思想无疑是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的。从现代新儒学寻根问源来说，康氏的思

想是一个转折点，改变过去的正统思想，阐发救国为民的新思想，康氏所作努力不可忽视。“康有为所

进行的现代儒学的建构活动不是过渡性的，而是奠基性的”([6]: p. 115)，既然是奠基性的，那就可以说

康氏在中西文明的探索中，逐渐描摹出了当世所能到达的一座思想的高峰，并引领着后世不断探索新的

世界。康氏的进化论与中国传统变易哲学观之结合，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个范例，也为后期康氏保教思

想立下了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 

3. 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保教思想的思想特征 

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保教思想在历史上，也算是有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理想蕴含其中了。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康有为首先讲的是“人心”和“礼俗教化”，也就是

他先探讨了当世的国民心理及其弊端。这里的“教化”讲的不是“教学”，而是一种社会化的导向，即

康氏希望通过树立一种优良的社会风向，使得人们摆脱愚昧落后和凝聚力量。在他看来，在中国传统中

只有儒学能够做到，所以他站在了儒学的立场上，希望立一国教，让分散的国家力量聚为一体。其中，

康氏论古烁今，以儒学立国教正式在他的理论中展开。同时，康氏多年来浸淫西方，其现实考量加之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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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见解，使得西方国家宗教的论述成为其以孔教为国教的主要根据。所以，“信教自由”与“国教独尊”

等理论，即是康氏纵贯中西后引之为文的重要“武器”，在当世激烈的论争之中占得“一席之地”。当

然，他的这些理论相对于历史来说，并不能表现出其进步性，某些甚至表现出一定的“阻碍”。故此，

不同的历史人物在其所在历史景况下所表现出来的理论思想都有其特色，准确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及其理

论思想，是每位研究者都应该忠实履行的义务。 
(一) 以人为道 
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以人为道讲的是仁人之道，是“孔子之道，凡为人者，不能不行之道” 

([1]: p. 92)。“礼俗教化”是人们所应该修行并以之规范自身的，是立身、行事、讲话、交接等所遵信敬

畏的依归、法式。这些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好的，从小的方面讲，一个人要从先辈、典籍等外界经过

长时间甚至于几十年修习才能有所成；从大的方面来看，一个国家风俗习性是经过时间的和实践的积累，

才形成善恶。并不是说有了一个导向，就一定是好的，所以必须择取导人向善的思想来作为引领。在此，

康氏选取了孔子的思想。 
“今以人心之败坏，风俗之衰敝，廉耻丧尽，气节靡苶，盖秦、五代之不若，实数千年未有之厉。”

([1]: p. 91)康氏对于当世的评价是从抨击劣性恶俗开始的，正可谓是字字珠玑，以简略的语言将当世人心

败坏，移风易俗的景况呈现出来。也从中表现出，当世厘正风气的紧迫感，人们应急切需要去树立好的

道德，以崇高的道德立国。当然，完全使用传统中的旧的道德学说是不适应于当世的，康有为深深意识

到了这点。但是，如果完全摒弃了传统学说，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当世所讲的新道德在传统学说之中

未必没有，康氏以为以当世之先进学说提炼传统思想中的精华立奉为尊，才是最为可取的。所以，康氏

找到了根植于国民天性中的“仁义礼智，忠信廉耻”，这是不必要区分新旧的人道。而接下来，康氏欲

行“人道”，就推究出了立一信仰之教以卫之，才是救国救民之道的结论。此外，当世西学之风盛行，

康有为想要推行国教当立，就必须将西方之风俗人情加以对比，故略述了促进西方进步的“人道”，标

明其欲中国传统之“人道”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此，康有为明确，“以人为道”的传统是立教保国不能丢的基础。而“人道”大行的在康氏眼中

自然首推儒家学说，儒家中若要择一人为尊，追根朔源，自然只有孔圣人可当之。同时，康氏“以人为

道”更多的表现出的是现实目的，在当世，康氏迫切想要将民众的思想引入“正轨”，为了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得找到一个突破口，显然，康氏找到的正是“以人为道”，因为对其改造后可能形成纵贯中西的

恢宏气势，自然就具有非凡的现实社会动力。 
(二) “信教自由” 
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所言的“信教自由”有其时代背景下的独特内涵，与我们今天所谈

的信教自由大为不同。康有为首先论述当世各国所奉行之“信教自由”是为何物，犀利指出，西方各国

要求中国施行的“信教自由”不过是让西方宗教侵略合理合法而已，并表达出自己的深恶痛绝。之后提

出自己对于“信教自由”的见解，即“盖信教自由者，宽大以听人民之好尚，特立国教者，独尊以明民

俗之相宜”([1]: p. 92)。 
康有为在谈到当世各国“信教自由”时，结合他在各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指出西方各国对待

宗教时几乎都有信教自由的规定，即西方各国国民在名义上都享有信奉自己愿意遵信宗教的自由，但实

际上是西方各国都有着自己主要信奉的宗教，并且将之纳入国家政权，并无实际上真正的“信教自由”。

康氏更是直接说明，就算没有明文规定的西方国家，在其行使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必不可少的

遵循类似于国教的宗教行为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必然只尊于最高的信仰。在谈到自己“信教自

由”之观点时，康有为提出我大中国才是真正奉行着信教自由的国度，并略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

并说明信教自由理应是汲取宗教中有利于行“人道”的部分去遵信，国民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择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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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择取的内容是几千年来国人所共同传承的崇高精神。 
康有为希望自己理想中的国教在当世大行其道，并成为救国救民的渠道。康有为指出国教并不意味

着对别的信仰的排斥，而是“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国民要建立起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国教的作用更

多的是象征性的而非强制性的”([6]: p. 149)。所以，康有为“信教自由”的前提是一种统一的价值观，

只有这样，才能将所有国民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让当世那些不知所谓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发挥

自己的力量，去使用在合适的地方，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救国救民。故此，可以说康有为以其崇高的品

质和渊博的学识，探讨了“信教自由”，并欲使其在保教保国中发挥作用，开创出一条夹杂着西方先进

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精华，又有别于当世和过去的光辉道路。 
(三) “国教独尊” 
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提出的国教独尊并不是让孔教凌驾于一切之上，而是希望借孔教整合

国力，并驱逐外来宗教文明的侵蚀。康有为在此讲“国教独尊”，先概述了当世西方各国宗教的“国教

独尊”为他们带来了什么，进而论述本国若施行“国教独尊”能带来什么，充分表达了康氏立孔教会为

国教的决心。总之，“康有为希望通过尊奉孔教来统合民心，重振民族精神，从而保国、保教，最终达

于保种——拯救中华民族的目的”([7]: p. 58)。 
康有为指出当世欧美人尊教，是以信仰为天，造出“天神”，并摒弃别家之神，独信奉一家之神为

最高的信仰，唯一跪拜的也是信仰的最高神。所以一个国家之中只有一种最主要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是

归于一体的。这种一体之信仰，使得西方大多数国家快速凝聚力量，发展尤为迅猛，其强盛自然而然就

表现出来了。康氏进一步提出，当世国家要想达到西方先进国家之强盛，也应有一最高之信仰，西方国

家信仰之神早已有之，本国既然要立国教，那也应该尊奉自己的“神”。康氏已然决定了改造儒学为儒

教，那么儒家至圣孔子未必就不能成为教民信仰跪拜之“神”。当然，在这里康有为只是论述了本国若

立国教应立信仰之神，并不是说所有国民就必须去摒弃例如“跪拜祖先”等信仰，而必须“跪拜”孔教

之“神”。 
即“盖孔子之道，本于无我，敷教在宽，而听人之信仰，信佛信回，各听人民之志意。”([1]: p. 92)

相对来说，康氏在这里表达自己立孔教为国教的意愿时，虽然有些急切，但是并没有一开始就说一定要

立孔教为国教，而是以一种讨论的口吻在陈述自己的观点。 
当然，康有为“国教独尊”的重点导向即在于，呼吁本国民众当世需要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教

一体”的体制，同时抵制西方宗教文化侵略的行径。康氏认为，只有通过将西方先进文明掌握在本国手

中，才能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既然西方有着优秀的范例在前，那么康有为自己提出一种融合中西方文

明的“国教独尊”，如果能真正运用于当世的实践中，那也许能探索出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上一

节提到的“国教的作用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在这里讲来更为贴切。 
(四) 仿造其他宗教的彼岸世界即“大同” 
既然想要打造一个和国家政权相匹配的宗教，那么其就必须有着完善的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宗教

信仰的树立在其中理应时首要的，孔教的信仰即“大同”。前面几节讲道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

保教思想，是从“人道”开始的，那么这里康氏为孔教构建的彼岸世界也是从“人道”展开的。 
“圣人者，制器尚物，开物成务，利用前民，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竭其耳目心

思焉，制为礼乐政教焉，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矣。”([8]: pp. 237-238)
康有为认为，创建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去苦求乐”，主体是人，那么人有哪些苦需要去掉呢？这里讲的

就是关乎于“人道”之事了。上述《大同书》中的引文，即是康有为用宗教解决“人道”之事的看法。

而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康有为先提出“乃今得博爱、平等、自由六字，奉为西来初地之祖学

也，以为新道德品，而以为中国所无也，真所谓家有锦衣，而宝人之敝履也”([1]: p. 91)，认为西方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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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有的好东西本国早已有之，只需要去到传统中开发出来。后又提出“故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

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1]: p. 92)，更进一步表明，“欲救人心，美风俗”，就要

定国教，也就是得到共同的信仰。纵观康有为整个思想体系，用“大同”来表达这里的共同信仰是极为

贴切的。 
同时，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也重点厘清了一个概念，即“今之妄人，误以宗教为神道，

谓孔子不言神，以为教育、哲学、政治家，不为教主”([1]: p. 92)。也就是说，世间本来是没有“神”的，

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才自主创造出来。并且，在这里进一步确立以孔子为核心的宗教的正确性。“大同”

世界并不是等同于西方极乐的彼岸世界，而是人们和谐共处的能在现实世界中达到的社会层次，是引导

人们前进的一种追求。当然，“大同”同时也是儒家一向宣扬的理想社会，康有为以其大魄力将之运用

于孔教中，也是有所改良的，此篇未论。 

4. 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保教思想的历史地位及价值 

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保教思想在历史上虽然不完全是进步性的，但是也有其历史存在的地

位和价值。《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所讲的内容从表面上来看，是康有为对于立孔教为国教的论述，

实际上也是康有为引导国民凝聚力量以自救，其中立论间无不透露出康有为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康有

为的立孔教为国教最终是失败的，其中原因也评说多出，但其关于孔教的思想仍有必要引发思考。当然，

这里论述的不是康有为的孔教思想本身，而是其中关于康有为保教为国的思想。而对于《以孔教为国教

配天议》中，所表现的康有为保教思想也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或角度进行客观看待。 
(一) 康有为孔教会中的正式纲领 
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是其创建孔教会时，不可或缺的一份纲领性的论述。“康有为的宗教

观念有两个面向，其一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待宗教信仰，其二是从建立国家信仰的角度来建构孔教并在

民国之后开展孔教运动。”([6]: pp. 144-145)显然，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康有为希望通过建立

国家信仰来建构孔教。实际上，在该篇论述之中，已经搭建好立孔教为国教的框架，并准备好下一步的

思想引领了，所以《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是康有为孔教会中的纲领。 
具体地说，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康有为开始构建宗教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内在要素，即文

中讲到的“以人为道”，这是中国传统中自带的对于儒学的感知；其次是外在要素，即文中康有为设想

学习西方“信仰自由，国教独尊”，以构成全新的在本国实践的宗教。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

授朱忆天，在其著作中谈到“明确将孔子奉为教主，并从西方宗教理论的意义上去重新诠释‘孔教’，

应该说是康有为等人之首创”([5]: p. 164)。当然，这里讲的是康有为孔教会的创立，但是，《以孔教为

国教配天议》中以孔教为国教的设想也是康有为第一次明晰构建出来的。 
部分学者作品在收录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时，将“以”字替换为“尊”字。大概说明了

一个问题：后代学者多有认为该篇是康氏正式将孔教立为国教的宣言之作，故将之表达为更官方的语言，

而不仅仅是一篇普通的杂志文稿。当然，是否为宣言，康有为本人也未曾就此展开论证，但此文发布之

后，康有为的保教保国活动在几年之间可以说是尤为活跃的，不禁让人联系到康氏作该文的用意，即为

其孔教会运动作一正式纲领。 
(二) 间接为挽救民族文化危机提供力量 
虽然康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保教思想从整体上看，在那个时代造成了一定的对时代进步的阻

碍，但是其对于外来宗教侵略的先进见解及其抵抗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康有为在探索中敏锐地发现，国

家在苦难中运行，当世不仅存在着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还有着精神世界的深重灾难。所以，在康有为探

索一生的国家救亡图存道路上，以各个时期不同的活动，力求为中华民族之兴盛开拓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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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看到了西方国家各种传教士进入国门传教，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在当世制定的“信教自由”

的阴谋，清楚地知道西方想要消灭本国思想的野心。有着学贯中西的眼光看出时代的弊病，加上康氏为

国为民的志向，自然就在不断探索中前行。当然，在抵制西方宗教侵略上，前期的康有为所作过的努力

其实用效果比后期孔教会大得多，但也不能就此完全忽略后期孔教会在国民思想引领方面的有益奉献。

至少，在国民立场上，康有为的宗教思想是为国为民的，是具有反抗侵略性质的。 
而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康有为对照了西方国家的宗教力量，发出了本国传统思想中有着

并不落后的精华的呼吁，实际上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肯定。虽然在此处更多的表现是，康氏思想的保守

以至于其深深的执念。但并不能完全否定的是，康氏思想始终坚守着忧国忧民的底线。同时，这在当世

未必就没有形成一股积极正向的力量，在改善民族文化中发挥作用。只是因为康氏绝大部分的保守思想，

湮没了那些本应正义的东西。 
(三) 解决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化问题的失败探索 
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在那个时代，是尖锐的民族进步性的问题，但是康氏在这个问题上走向片

面和极端了。康有为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也经历着不同的过程，主要表现于康氏思想中的儒学现代化

和儒学宗教化。也即喻大华在其著作中谈到“欲使儒学真正成为一种宗教，并在近代社会里受到尊奉，

就必须对其加以改造”([7]: p. 62)。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是大胆的，也因此受到当世及后世众多学者的批

判。同时，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康氏的改造也有所体现。 
关于儒学的现代化，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的表现，前期的康有为将进化论的思想融合进了儒学中，为

后期的变革作了前提性准备；后期康氏为儒学赋予了更多的当世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在《以孔教

为国教配天议》中表现出来的即是博爱平等自由之说对于儒学的改造。关于儒学的宗教化，就是康氏将

儒学作为了宗教的根基，即孔教的宗教思想取之于儒学，宗教信仰也取之于儒家，同时，从形式上到意

识形态上，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康氏都模仿西方宗教范例对儒学进行宗教化改造。康有为的这

些改造，在当世使得孔教具备着一定的规模和体系，但其过于保守的宗教导向思想，使得其不仅被当世

进步学者抵制甚至于后世也掀起不小的波折，在此不作论述。 
所以，康有为在解决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化问题中的探索是失败的，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

构建起来的超越传统又达不到现代化的体系是注定要被时代所湮没的。但是，其追求进步，不断探索的

执着精神是值得后世学者学习的，作为反面例证，也能引发众多学者的深思，并作出符合时代的客观解

读和对于当世问题的反思。 
(四) 康有为将儒学转化为宗教的失败 
康有为以一篇纲领性的议文，构造了将儒学转化为宗教的基本思路，但其逆历史趋势而为的做法终

究为时代所不容。一般宗教的形成都有着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即从最基础的民众信仰开始上升到

有组织体系的宗教总要经过时间积淀，而康有为却妄想直接拿来一门学问杂糅众多构造一个庞大的宗教

组织，面对失败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 
康有为深知信仰对于宗教来说的重要性，所以他从儒学中去找寻创建宗教所需要的信仰，他找到了

孔子，以为可以把孔子直接造成“神”，但他却忽略了世人对于孔子更多的是当成一个几乎完美的“人”

的尊崇。在这样的基础下，康有为选择的并不是从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中去传播自己的“教义”，而

是直接将自己构建的宗教体系和占少数的“上层人士”建立了直接联系。可想而知，康有为的这种儒学

向宗教的转化，从其前提来探究就可知必然走向失败。 
与其说是康有为想将儒学转化为宗教，不如说是康有为急切想要寻找一个可靠的宗教仿造西方政教合

一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显然传统或外来的宗教对于作为今文经学宗师的康有为来说是不可能拿来用

的，所以康有为汲取过去儒学创教的失败经验准备在时代中改天换地，这种违反时代发展规律的做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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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世人所不容。当然，其失败经验为当世及后世的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宗教学思路，即宗教的形成和发

展是有规律可行的，不能盲目将之与非宗教的东西拼凑以实现各种私欲。同时，对于康有为保教思想的评

价也不应仅仅局限于其思想的现实表达或所成之结果，基于其所处时代有更全面的认识仍是必要的。 

5. 结语 

康有为作为近代新儒学开端人物，在历史上有着诸多进步性的贡献。在其后期，因理想中“创教可

救国”而走向偏执的保守思想，从而使其历史评价一向留于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保教思想的

出发点是为寻求一条引导当世国民思想觉醒，对抗外来宗教思想侵略的救国救民的道路。理清康有为保

教思想的前因后果，不直接将其在历史中片面刻板定位，汲取其中有利于传统思想现代转换的部分，为

当代文化的发展增添活力，这是当代的现实价值。当然，康有为保教思想有着极其广泛的内涵，以及对

其评价更深入的解读，这些都有待于学界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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