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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
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页。
　　（2）五四运动带来了青年一代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婚姻自主到工读互助团。
一部分人经由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
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4）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
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1）二十年代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身心
、社会领域，因果律无效，要求回到宋明理学。
　　（2）丁文江等人强调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要求建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以作为信仰，指导
生活。
　　（3）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三派，陶希圣等人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动力》都强
调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则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前者主张反帝反
资，后者主张反帝反封建。
　　（4）两次论战中的科学性（学术）与意识形态性（政治）的交错纠缠的特点。
　　（5）四十年代胡风反对向林冰以民间形式为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继承五四，以
吸取外来为主。
　　（6）革命战争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成为时代
主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适陈独秀鲁迅　　（1）文学的语言形式改革的重要意义，胡适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成名。
　　（2）胡适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文史领域开创了近代学术的思想新范式。
关于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哲学方法论。
　　（3）陈独秀的主要兴奋点始终是政治。
他从政治角度看待文学革新，突破了胡适的“八不主义”。
陈反对把孔孟与程朱划开，反对把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混为一谈。
　　（4）陈的启蒙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德谟克拉西由提倡到否定再回到肯定。
　　（5）鲁迅对“死”的形上感受，他超越了启蒙，具有现代性的孤独与悲凉。
　　青年毛泽东　　（1）青年毛以“动力”和“斗争”为宇宙本体和人格本性，这“动”具有体魄
性的特点。
　　（2）以“实现自我”为道德律，以不可穷尽的永恒追求为理想，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调。
　　（3）与“贵我”映对，强调方法上、认识上的“通今”，重视现实经验的概括。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突出
的被接受和被实践的部分。
实用理性使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进化论和唯物史观。
它们主要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信仰被奉行。
　　（2）李大钊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
他号召“到民间去”和强调“改造精神”的两大特征。
　　（3）瞿秋白承上启下，介绍、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
　　（4）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成为关于革命的战略学说。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战略策略。
　　（5）总结战争经验，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哲学世界观，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和经验理性的哲学认
识论。
　　（6）思想改造运动，高扬道德主义。
刘少奇的自我修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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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独立、统一、平等的新中国。
毛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依靠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提前、超额完成了农业合作化。
　　（8）毛继续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扩及一切领域，它们经
常变成了劳动与剥削、公与私、善与恶的道德判定。
　　（9）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道德主义（“斗私批修”）、民粹主义（“向贫下中
农学习”）成为思想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高峰。
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道德主义下的屈从。
　　（10）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呐喊，其理论弱点及历史正义性。
马克思主义应是建设的哲学。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1）从形象思维世界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苏曼殊创作中的某种黎明期的清新气息。
　　（2）五四时期多愁善感的敏感主义特色，对人生、对自我的探索、追求，新鲜性、多样性和朦
胧性。
冰心的母爱、郁达夫的性爱、郭沫若的力、许地山的哲理⋯⋯　　（3）春天过去，夏日当头，青年
成熟，走进社会：三十年代创造具体模式的一代，现实生活的广泛写照，现代文学获得了客观性：茅
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夏衍。
　　（4）走向工农兵及其心灵的复杂和痛苦。
艾青、路翎和农民作家赵树理。
　　（5）颂歌（贺敬之）和忏悔（张贤亮）作为解放一代的文学特征。
　　（6）噩梦苏醒后的彷徨、愤慨、寻求和否定：从舒婷、北岛到刘索拉。
　　略论现代新儒家　　（1）熊十力完成了谭嗣同、章太炎未竟之业，将宋明理学的伦理学翻转为
宇宙观和本体论。
强调“体用不二”，即运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心物感性世界。
　　（2）梁漱溟从文化立论讲哲学，认为中西文化之分在于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道路。
情感一直觉重于理知。
儒学是世界文化的希望。
　　（3）冯友兰不同于熊、梁，构造了一个纯粹逻辑的“理世界”的哲学系统．强调要经过“思议
”、“了解”后才能达到那“不可思议”、“不可了解”的人生最高境界。
　　（4）牟宗三认为陆、王才是孔孟正宗，程、朱的“义理之性”乃“存有而不活动”，从而失去
道德自律的基础。
牟强调“内圣之道”是直觉的体认、证悟，非思议、理知所能了解或达到。
　　（5）熊、梁——冯——牟，似乎是一个现代新儒家的正反合圆圈全程。
儒学的前景问题。
　　漫说“西体中用”　　（1）中国近代由“技”而“政”而“教”的改革过程和“中体西用”说
的提出。
五四凸出了西学与中学的根本差异：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
上述“中学”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
　　（2）在接收、吸取外物同时．常以自己的系统将异物融解同化，使外物失其性能，这才是“中
体西用”的要害。
　　（3）以“太平天国”为例，“中国化”过程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命令主义和道德主义。
　　（4）应对“体”、“用”、“中”、“西”重新解释，“体”首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
不要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不同意文化相对主义，但赞成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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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按照自己原来的计划，这本书准备最早在1990年写成，由于某些原因，现在提前了。
因此，首先我得请读者们原谅本书是如此单薄和浮泛。
但我估计，即使到1990年，这本书大概也无法写得很好，其中原因可以心领神会：这是个太艰难的课
题。
这本书有意地更多采取了摘引整段原始资料的方式。
一则为了给某些资料立案备查，留待以后填补发展；二则希望通过原始资料，由读者自己去欣赏、判
断。
但由于几乎每天四小时五千字的进行速度，摘引之匆忙、叙述之草简、结构之松散、分析之粗略、文
辞之拙劣、思想之浮光掠影，看来比前两本思想史论更为显著。
我希望过几年能有机会给三书作统一修订时，对这本多做些补充。
例如，这本书本来打算讲的一个中心主题，是中国近现代六代知识分子(卒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
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
这问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提出过，原来想在本书中再做些论述。
例如第五代的忠诚品格的优点，第六代实用主义、玩世不恭的弱点等等，都需要加以补充和展开。
“代”的研究注意于这些“在成年时(大约17-25岁)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
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各方面具有的历史性格。
他们所自夸或叹惜的“我(们)那时候”(mytime)，实际是具体地展现了历史的波浪式的进行痕迹。
仔细研究这些问题对每一历史阶段和每一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和其间的传递、冲突(
如“代沟”)诸问题，对所谓社会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异同和关系，当能有更清晰深切的理解
。
从而，对这种超越个体的历史结构的维系或突破，便会有更为自觉更为明智的选择。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古今正是由“代”的凋谢和承续而形成。
这是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只好等以后再写了。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同古代的士大夫一样，确乎起了引领时代步伐的先锋者的作用。
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一点便更为突出。
中外古今在他们心灵上思想上的错综交织、融会冲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逻辑，至今仍然如此。
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能从传统中转换出来，用创造陸的历史工作，把中国真正引向世界，是虽连绵六代
却至今尚远未完成的课题。
这仍是一条漫长的路。
在这个近百年六代知识者的思想旅程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大概是最
重要的三位，无论是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说，或者就思想自身的敏锐、广阔、原创性和复杂度说，
或者就思想与个性合为一体从而具有独特的人格特征说，都如此。
也正是这三点的综合，使他们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最伟大人物。
但是，他们还不是世界性的大思想家。
正如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是俄罗斯伟大作家时所说，普希金虽然具有与世界上任何大师相比也毫不
逊色的创作才能，但他的创作却仍然不可能与莎士比亚、拜伦、席勒、歌德相比，他的作品内容的深
度和广度还不够用这种世界性的尺度来衡量，他还不能产生真正世界性的巨大影响。
这是因为俄罗斯民族当时还未真正走进世界的缘故。
中国近现代也是如此。
因此，当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的时候，正如英国产
生了莎士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笛卡尔、帕斯噶、巴尔扎克，德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
思、海德格尔，俄国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中国也将有它的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
学巨人出现。
这大概要到下个世纪了。
我愿为明天的欢欣而努力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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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作者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
“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
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
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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