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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十六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五四
运动。
这场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八十多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
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阔步前进。
今天，回顾历史，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无 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期间，"民主"和"科学"的提出，切中了时弊。
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
民主和科学。
专制与迷信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
　    然而，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
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
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
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
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
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
。
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因此，清理五四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价它的千秋功过，揭示
它的现实意义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面前。
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必须综合性地展现五四文化的发展过程。
    于是，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领域独树一帜的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以当代中国难得
的立场明确、思想清晰的启蒙型思想家的眼光，为了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直接与读者见面，同时记
下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思考，在去年10月，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本55万字的煌煌巨著：《告别中
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这是一本国内目前最完整、最严肃的五四文选；这是一本有作者独特标准和眼光、意在继承五四精
神的启蒙读物。
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深广和已经达到的高度，远远超出时贤的想象。
 然而，长期以来，总有一些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全盘反传统"！
"科学主义"！
"全盘西化"！
民主与科学"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连"！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直面海内外对"五四运动"的种种指摘，作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袁伟时呼吁：请读一读当时
的文献!     思想终归要回到现实世界。
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一讲到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绕开五四？
袁伟时认为，五四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题----科学、民主、人权，而且这一主题至今仍未完成，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告别中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领袖们对民主的内涵，已经解释得很清楚。
科学讲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分析问题。
科学的认识，本来就是不断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可能完全认识终极真理。
不能由某一个人说我是代表科学的，我是真理的化身，说反对我就是反对科学。
所以说要好好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袁伟时将整个五四的文献分成十一个专题，表明作者对五四论题的基本概括，其内容包括政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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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民主、科学、新闻、青年、妇女、文学等方面。
五四先驱们直言无忌，也没有染上以非学术手段解决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的恶习。
 这些文献之所以值得阅读和研究，是因为准确地概括了任何国家告别中世纪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破
思想镣铐，让民众成为敢于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现代公民，这就是通常说的"人的解放"。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永垂史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敢于蔑视专制主义的传统，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历史任
务。
本书的前面有一个篇幅较长的绪论，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作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以及编著本书的
思路与目的。
书中有袁伟时的十四篇文章，约十万字。
这十四篇文章，实际上是思想文化辩论的结晶，里面贯穿了袁伟时对思想界、学术界对新文化不同观
点的答复与回应。
    袁伟时编著的《告别中世纪》一书，史料丰富，资料尽可能从最初发表的报刊中选取。
其论述见解独特，分析鞭辟入里、批判一针见血，对于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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