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留学与革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留学与革命>>

13位ISBN编号：9787010080079

10位ISBN编号：7010080070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泽宇

页数：474

字数：39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留学与革命>>

前言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别和不同地区的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赴美的留学生，从早期的留美幼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杨振宁那一代精英，大都学习自然科学，且
学习刻苦，事业有成，十之八九成了科学家，较少参与政治；留日生则政治意识甚浓，晚清的“留日
热”，就是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的产物，帝制的灭亡和共和国的创建，留日生功不可没，即使到了北
洋和国民政府时期，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史天才，也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留法生来到法国这块浪漫
土地后，成名者以画家和音乐家居多，至于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则是中国特殊社会文化背
景的产物，没有浪漫，只有政治追求，中共早期的领导者，留法勤工俭学出身者不在少数，但这种情
况并不能归之为留法生的一般特色；赴英留学者，可能受英国传统的严谨的科学治学所熏陶，活跃在
中国社会舞台的大体和留美生相仿，以科学家最为抢眼；德国的认真和哲学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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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博士论文尤其是史学博士论文，首先要有功力，也就是要有扎实的史料支撑和广博的史学知识基
础。
张泽宇的论文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他发挥俄语好的优势，搜集了大量俄文资料，同时将可能搜集到的中文资料，都基本搜集到了。
在资料方面，本书是扎实可靠的。
这就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基础。
如果他能在读博士期间到俄罗斯做一段研究，则就圆满了，遗憾的是没有这个机会。
其次，要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也就是驾驭史料、凝练史实、条缕史脉、透视史事，既要将历史真
相搞清楚，又要看到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
本书不仅将这场留俄运动叙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运动的评论入木三分，同时论述了运动的深刻背景
和社会影响，将留俄运动放在中俄两国大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化中去评述，使研究加深了一步。
第三，要有理论升华。
也就是要有灵魂，在提出新观点的同时，要做很好的理论概括。
张泽宇的博士论文紧扣留学和革命两个关键词，并运用相关理论加以辨析，理论色彩相对较浓。
至于书中展示的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观点，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总之，本书在研究留俄运动方面，有很好的学术开拓，是一本学术价值颇高的好书。
我作为第一读者，愿意向学界和社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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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泽宇，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73年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北方江城吉林，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
大学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现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目前在《史学月刊》、《党的文献》等国家级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高等学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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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理论阐述和历史背景　　第一章　理论阐述——中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冲突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概念和体系　　一、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和内涵　　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
到古希腊时期。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就曾提及政治文化问题，他指出：“当人们的分布变化时，政府的构成
就会变化⋯⋯国家不会超出生活于其中的人性范围”，也就是说，政府的构成会随着人民的习性的变
化而变化。
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同某些相符的性格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
平民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体；寡头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寡头政体并维护着寡头政体；政体随人民性格的
高下而有异”。
亚里士多德已经初步认识到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此后，若干学者也对政治与文化体系之
间的关系加以研究和分析。
孟德斯鸠认为气候、宗教、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综合形成一种精神，对政治体制的运行和发展产生
决定性作用；马基雅维里曾比较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近代意大利人民的素质变化，并将其与政治
的兴衰联系起来，18世纪英国的政治学家伯克认为构成社会的关系整体，最终依赖于组成这个整体的
个人的习惯性反应，托克维尔、基佐等学者也都认为民族性或国民性对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
其重要的影响。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中期。
首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他
在1956年的《政治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系统》一文，最早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
1963年，阿尔蒙德在与鲍威尔（G.B.Bower）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将政治
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他进而指出政治文化是在一
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发展进程中形成，民族和人群在历史中形成的态度类型
对未来的政治行为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阿尔蒙德在与西德尼·维尔巴（Sidney Verba）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中
进一步指出：“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
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
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定义比较侧重于心理学方向，将政治文化归结为个体对政治制度的认知、情感
和态度。
　　美国政治学家派伊（L.W.Pye）认为，政治文化“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
程以意义和秩序，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它包括政治理想和一个政体的运行规
范。
因此，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维度集合形式的展示。
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体史，又是这个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的生活史的产物”。
派伊的政治文化概念既传承于阿尔蒙德，侧重于心理学方面，又有所超越，主要体现在从阿尔蒙德的
个体态度和取向研究上升为对整个政治体系特点的研究。
　　美国学者布朗（A.Brown）认为政治文化是“历史与政治的主观感知，基本信念和价值观、认同
感与忠诚的集聚以及作为特定民族或团体的历史经验的产物的政治经历和知识”，保尔（D.Paul）和
怀特（S.White）则将政治文化的概念狭义化，前者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价值观、符号、态度和行为类
型的一种分布”，后者则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体系定位于其中的态度与行为的母质”。
　　美国政治学家劳伦斯·迈耶（Lawlence C.Mayer）、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t）、苏珊·奥格登
（Suzanne Ogden）合著的《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中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个人
受到某些刺激时促使其通过一定方式作出反应的内在状态”，主要包括态度（包括平等的、权威的和
顺从的）、信仰（包括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感情（包括热爱——归属感和疏远——分
离感）、认知（知识和见闻）以及价值五个要素。
　　美国学者伊斯顿（David Easton）更为客观地为政治文化定义，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系列信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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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规范和价值，它们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是社会成员公认的
权威性力量。
穆迪则认为将政治文化集中在思想或态度上过于狭窄，应涵盖政治制度和习惯的行为方式，在文化和
制度的互动关系中说明思想的逻辑与合理性。
这一观点将政治文化由原来的侧重个体态度倾向的研究扩展为整个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理论的综合
。
　　美国学者沃特·罗森堡姆（Walter Rosenbaum）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加以界定
：如果研究的着眼点在个体，那么政治文化基本上应以心理为焦点，包括个体主观上对政治系统基本
要素的态度取向的所有重要表达方式；如果研究侧重于群体，政治文化则是民族或人民对政治系统要
素的集体态度取向。
　　罗森堡姆的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由此笔者认为，既然文化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政治文化
的概念也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政治文化是指个体、社会群体、民族和人民在特定时期所普遍
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广义的政治文化指社会群体、民族和人民在
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民族气质的影响下，以及在历史和现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过程中所形成
，并普遍奉行的稳定的政治思想信念及其外化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相关政策。
本文研究论述的是中国留学生群体所秉承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留学所在国苏联的政治文化之间趋同与冲
突的关系，因此所沿用的是广义上的政治文化概念。
　　广义的政治文化包含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外化的政治制度、政策两方面内容。
　　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层，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个体或群体表现出来的对政治生活某一方面的愿
望、情感和态度。
个体的政治心理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间接经验，即通过社会认知系统诸如媒体、教育等获取
某些积累，逐渐形成对政治生活的态度体验；政治心理的另一来源是直接体验，即通过自身的直接参
与、接触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态度的形成和变化。
基于直接体验而形成的态度要比间接体验所形成的态度更为持久、稳定和牢固。
政治心理的对象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民族，例如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时期群众普遍的恐怖心理，
以及由此外化的怀疑、监视、告密行为和相互问的仇视就是基于直接体验的政治心理，而冷战对抗时
期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政治体制的丑化——认为其是极端的独裁和专制，是帝王统治的化身
——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人民的疑外、排外和仇外态度都是基于间接体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
和态度。
　　政治思想是政治文化的深层，是个体、群体、民族或某一体系下的若干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思维、
政治价值观和政治道德观的综合。
政治思想是一个现时概念，是某一特定时期内个体或群体对各种政治现象的突然状态、应然状态及其
原因的思考和见解，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成为某种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潮，例如中国近代鸦片战争
后救国图存、挽救民族危亡、通过学习和改革以振兴国家的政治思想和19世纪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
又称为大俄罗斯主义）。
除此之外，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一个民族在地理环境、宗教思想、政治经济
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沉淀而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政治体制观、政治价值观和政治道德观。
这种政治思想一旦形成，将对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同时又是强有力的
深远影响，例如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救世主思想”对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和整个社会主义苏联时期
的政治和外交产生一定影响，而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思想”和由此产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
朝贡体系也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政治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外化为相应的政治制度，例如古代希腊崇尚民主的政治思想外化
成自治的希腊城邦制度；这种民主思想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发展为集体治权思想，外化为罗马的元老院
制度；在近代欧洲民主思想演变为“三权分立”原则，外化为西欧盛行的议会制，成为西方国家现代
政治制度的基础。
俄罗斯民族崇尚强权的政治思想外化为中央集权的沙皇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后，传统俄罗斯政治文化
的变体——世界革命战略要求苏联集中一切力量赶超西方（相关理论在下文将详细述及），因而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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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如“议行合一”的政体形式、以党代政的治国方针以及权力机构内部自我监
督的机制等等。
由此可见，政治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外现为相应的政治制度，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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