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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文革”后考上大学与研究生的那一代人，我们的经历颇为特殊。
我们曾经被“文革”乌托邦所吸引，曾经有过革命的狂热与浪漫的诗情梦幻，并亲眼见证了极左革命
如何变为民族灾难。
我们在工厂与农村插队的底层生活中，在对普通百姓的困苦命运的反思中，摆脱了旧教育体制加之于
我们的左的政治观念与思维定式。
我们开始在独立思考中觉醒，重新回归到常识理性。
当青年时代还没有结束时，有幸地迎来了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于是，我们带着这种特殊的人生经验走
上了学术道路。
　　在新的大变革时代，我们面对着种种前人没有解决的时代难题：自古以来的儒家传统压抑我们的
灵性，却又是我们人文精神支柱中不可分离的部分；经历了极左专制文化的困厄以后，自由对于我们
是那么可爱，却需要理性的滋育与平衡，然而，生长于革命文化中的我们却从来没有熏陶过这种妥协
宽容的理性文化；民主是饱尝极左专制之痛的人们心中最真诚的信仰，它的实现却又需要如此复杂的
条件，而这些条件却又在我们生活中如此缺乏；威权政治与令人厌恶的专制是如此相似，然而一旦没
有了它，社会又似乎难以自发建立秩序，然而，当我们不得认可威权政治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必要
选择时，一种不受制衡的威权一旦变成巨无霸，却使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地
仿效西方多元民主，以免造成社会脱序；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受浪漫的革命文化心态的支配，再次陷
入到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陷阱⋯⋯如何理性地寻求通往中国真正复兴的道路？
我们处在这些深刻的时代疑难问题中，我们这一代注定生活在这种反思与追寻之中。
　　本书收入作者不同时期的二十六篇代表性的文章，纪录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一个具有
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价值取向的启蒙自由主义者，转变为新权威主义者与理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心路
历程。
二十多年来，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学理心得，尝试对这些时代难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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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
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
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
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
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
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
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
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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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论丛
》编辑委员。
三十年来致力于当代中国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百年来的社会思潮研究，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
中国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与
政治浪漫主义告别》《中国的大转型》《历史的眼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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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九八六　　观念的屏障与近代士大夫的悲剧——《儒家文化的困境》结束语　　当一种古老的
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近代文化的挑战的时候，它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在吸收这
种异质的更先进的文化中的营养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结构、规范、思维方法进行一系列自我更新和
建设性的转化。
这就意味着，以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来作为对于挑战的回答。
另一种选择是，把西方文化作为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异端和旁门左道来加以排斥，以此实现纯洁的传统
文化的自存与民族自卫的双重目标。
　　近代正统士大夫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显然表明他们做出的是第二种选择。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是因为在正统士大夫看来，传统儒家文化体系，也即
他们心目中的“圣学”，乃是超时空的、绝对合理和完美的、自我和谐的有机体系。
当人们认为古代圣贤已为后代确立了垂宪万世的大经大法，而无需自己与“化外”的异邦人来补充、
变更和发展的时候，那么“圣学”这完美的体系也就变成了一个不自觉的自我封闭的排他性的结构。
来自西方文化的信息冲击，只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完美体系之外的谬误和杂质去予以摈斥了。
同样，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将被人们视为圣教与异教的冲突，天理与悖谬的冲突，正义与邪恶的
冲突，完美与缺陷的冲突。
“人之持异教愈坚，我之护圣教愈力”①，一种主观上捍卫真理的神圣使命感，在客观上就会不自觉
地变成顽固迂腐的卫道感。
在中国近代史上，正统派恰恰是保守派，而保守派又恰恰是正统派，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近代正统士大夫始终不自觉地处于传统文化心理之圣学投影的思维方法为经纬编织成的意识网络
之中。
正因为如此，当他们用这一认识工具来看待新兴的西方文化的时候，也就丧失了如实认知这一客体对
象的可能性了。
千百年来，当一代复一代的士大夫运用这一意识网络来认识和适应周围的环境时，他们从来就是得心
应手，不曾遇到过任何困难。
然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的意识网络不但不再是人们用来认识和应付骤然变化了的外部环境挑战
的工具，恰恰变成了阻碍人们认识这一现实挑战的障碍。
正如本书已经分析过的，在西方文化的挑战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土大夫阶层实现传统文化
的自我调整、更新与转化的过程是如此步履维艰，以至于人们为吸收异域先进文化所迈出的任何微小
的一步，几乎都不是靠“圣教”本身给予他们的精神上的力量睿智，而是靠一种在外部强烈刺激下唤
起的生存者的最本能的避害反应和危机心理。
而且，这些通过干辛万苦而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朴素的新鲜认识和真知灼见，又不得不在与道统信条
的剧烈搏斗和冲突中作自我挣扎，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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