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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本小书即将出版时，有必要就有关的问题作点说明。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化”是什么？
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理解各异，单是定义就有二三百种之多。
不过定义虽多，人们习惯把它分为两类，即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或大文化和小文化。
不论存在着多少种意见，对于从事文化史教学和研究的人来说，只能是采取一种意见，否则就无法进
行工作。
虽然未必为别人所赞同，但是既然意见不一，那就只好按各自的理解去进行研究和撰述。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是按狭义文化来撰写的。
具体来说，是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相对应的文化。
狭义文化较之无所不包的广义文化，所涉的内容要少得多，范围要窄得多，然而也还是很丰富、繁杂
的，研究起来也不容易。
研究和撰述文化史，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按整体综合的体例来撰写，还是按具体领域分门别类来撰
写。
文化不能离开诸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宗教、习俗等具体领域，离开这些具体领域来谈
论文化，文化将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玄之又玄的东西。
但是，文化也不仅仅是各个具体领域的简单组合，它要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又影响于社会政治
和经济。
而各个具体领域也不是孤立、各不相干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渗透。
在近代，还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在矛盾的过程中又发生吸纳、融会。
这种种情况，不是单纯的具体领域分门别类地阐述所能涵括得了的，需要有综合性的论述才能予以较
为全面地揭示。
照此说来，只有具体领域的阐述，没有综合的论述，或只有宏观的综论，没有具体领域的阐述，似乎
都有不足或偏颇。
因此，本书包括综论和分述两部分，试图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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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七五”规划的一个研究项目，课题名称原为《中国近代文化史
（1840-1919）》。
考虑到系统地写史目前条件还不很成熟，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因而采取了专题撰述的体例。
全书共分十四章。
前四章是综论性的，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发展变化、中西文化的论争，以及“西学中源”说
和“中体西用”论问题。
后十章是对具体文化领域的分别阐述，包括社会思潮、儒学、史学、新兴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
、自然科学技术、宗教、社会习俗及文化事业和团体等方面。
这样的体例，称为“概论”或许较为接近。
本书可供文化史研究者阅读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中国近代文化史课教材。
    书中各章的论述，有的是我们长期研究的心得体会，有的则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在中国近代文化一些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撰写这本小书很有助益。
没有这些研究成果，这本小书是难以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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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微弱，封建地主经济成分的强大与占主体地位，造成了近代新文化缺乏坚
实牢固的经济基础。
近代文化的主体承担者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第三等级，而是与封建社会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传统士大
夫中的一些开明之士。
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由于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同西学，学
习西学，并试图以之作为变革社会、振兴中国的一剂良药。
然而，由于近代社会的局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微弱，使得他们缺乏完全摆脱封建士大夫传统思想
意识和习气的土壤，没有能够完成从传统士大夫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
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新与旧之间徘徊。
在变革的进程中，他们大都积极参与，并以其杰出的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
进。
但是，一旦变革出现挫折，现实与理想发生背离，他们便退缩、消沉、颓丧，从对传统的批评又回到
对传统的眷恋。
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等晚年思想的保守倒退，便是近代经济在文化上折射的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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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历史学专业课系列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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