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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98年9月21日以后的四五年，是它发展史上更为重要的阶段。
变法维新仅百余日即遭扼杀，这一严峻的事实迫使维新派以至一切忧国之士，势必要对救亡、变革的
方略、途径作更深入的思考。
东渡日本后，梁启超等人借助日文书籍，对西方近代的思想学说较前有了更多的了解。
梁曾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
前者若出两人。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而且，由于身居异国，有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
境，在思想言论上较前更加自由，更少顾忌。
因为现实的制度变革已被迫中断，这也迫使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理论思考和启蒙宣传。
因此，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等人提供了较前更多的理论成果，思想进一步成熟、深化。
这时，他们对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作了更为全面深入地思考。
他们所发动的文化批判与重建工作这时也全面展开。
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影响较之政变前的《时务报》更大。
《新民丛报》出刊后，“国人竞喜读之，朝廷虽严禁，不能遏。
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
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后来，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
想家都承认，他们在青年时代曾受到《新民丛报》特别是梁启超文字的积极影响。

大致说来，从1895年的“公车上书”起，戊戌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
但到1903年，它的主潮地位为革命思潮所取代。

早在“公车上书”前，孙中山即已成立兴中会，并开展革命活动，但势力与影响尚不大。
“百日维新”被扼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沙俄强占东三省拒不撤兵⋯⋯
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变都在步步激发革命风潮的勃兴。
到1903年，形势有明显变化。
在这年年初(旧历元旦)，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有人公开发表排满革命演说。
不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成立“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
接着，邹容、章太炎发表《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造成巨大震动。
由此而引发的《苏报》案使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
在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队伍便逐渐发生分化。
一些人抛弃改良、投身革命，而梁启超则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摇摆。
面对1903年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梁启超结束了思想上的摇摆，公开反对革命。
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以及游历北美后所产生的民族自卑感，1903年秋梁从北美返回日本后思想大变。
他公开发表了“告别共和”和“梦俄罗斯”的宣言，明确倾向开明专制。
这时，梁启超等人关于中国如何实现近代化，如何进行社会变革的基本主张已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失
去其先进性。
于是，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告别改良，投向革命。
从此，革命思潮取代维新思潮成为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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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锡勤（1939~），男，江苏省扬州市人，教授。
黑龙江省重点学科“中国哲学”学科带头人、黑龙江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
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指导教师、黑龙江省学位委员会首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以及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已出版专著（含主编与合作）10部，在《
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历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国家一级刊物30余篇，
承担国家教育部及黑龙江省人文社科项目多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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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爱国主义与忧患意识
一、祖国在危急中
二、“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三、救亡与振兴“惟有自强”
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合群保种”
五、对帝国主义的模糊认识和矛盾态度
第二章论“法必变”与“变法当知本原”
一、“四千年未有之变局”
二、“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三、“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
四、“变法当知本原”
五、“变法之本原”是什么
第三章论“兴民权”
一、只有“兴民权”才能救中国
二、民权观
三、平等观
四、自由观
五、政变前的宪政思想
六、政变后的宪政思想
七、论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
第四章论“三强”“开民智”“新民”
一、速成与渐进
二、“三强”为本说
三、“权生于智”说
四、“开民智”与“开绅智”“开官智”
五、从《中国积弱溯源论》到《新民说》
六、对“奴隶性”的清算
七、对“新民”的具体规划
八、“三强”“新民”诸说的理论贡献和失误
九、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康梁的分歧
第五章文化批判与重构之一：对孔子和儒学的利用和改造
一、康有为关于“孔教复原”的主张
二、宋恕关于“排洛闽之伪教以复洙泗之真教”的主张
三、谭嗣同关于孔教改革的主张
四、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公开批评
五、严复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批评态度
第六章文化批判与重构之二：“文化革命”帷幕的拉开
一、文化重构的必要与方针
二、“道德革命”（上）：对旧道德的批判
三、“道德革命”（下）：对新道德的提倡
四、“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提倡白话文和推广“官话”
五、“史界革命”
六、哲学变革
七、戊戌“文化革命”的积极影响与不足
第七章文化批判与重构之三：关于建立宗教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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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宗教的关注
二、出于非宗教动因的宗教热情，拟建新宗教的特点
三、康有为建立孔教的主张
四、谭嗣同以佛为主融合儒佛的主张
五、梁启超否定孔教为宗教和对佛教的高度赞扬
第八章经济近代化的种种设想
一、告别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呼吁
二、建设近代交通与近代农业
三、提倡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四、论“尚奢”与开源
五、论“商战”
第九章 为寻求救亡和变革的动力而呼唤“心力”
一、论“唯心派造人物”，提倡自强其心
二、对佛学与心学的极度推崇
三、论自心造世界
四、“心力”种种
五、对“心力”的种种期望
第十章又一种忧患，大同思想
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
二、现阶段纲领与未来蓝图
三、救世主义与人道主义
四、大同社会的性质
五、大同思想的积极影响及其空想性
结语 戊戌思潮的积极影响与不足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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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是非宗教的。
总的说来，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历来不大。
可是，在戊戌时期宗教却受到一些维新派思想家的高度关注。
这种情形的出现，与西方文化、西方宗教的传入、冲击有直接关系。
通过接触西方文化、西方宗教，以及对西方社会的初步了解，他们深深地感到宗教在西方文化和社会
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进而他们认为，有无宗教传统是中西文化的又一差异，甚至是中西强弱的又一原因。
于是，他们把提倡宗教看做是当时文化重构的重要内容，甚至指望通过它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致中国于富强。
这样，在中国近代又出现了“宗教救国论”。
总的说来，他们的宗教热情是由非宗教的动因激发起来的。
 　　至于提倡何种宗教，他们的具体主张并不一致。
康有为主张保卫、复兴中国的“孔教”，在全国范围建立孑L教会。
谭嗣同既主张对“孔教”进行改革，但更倾心于佛教。
梁启超则否认孔子之教是宗教，而主张提倡佛教。
自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维新派思想家都产生宗教热情、提倡宗教，比如，提倡科学主义的严复对此就
不热心。
 　　在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宗教所表现出的热情，从又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文化重建的关注，也说
明他们对文化重建工作有比较全面的考虑。
同时还说明，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致中国于富强，他们是试图调动一切手段的。
 　　由于中国社会始终缺乏宗教的根基，维新派提倡宗教的主张就不免带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味
道。
而且，这一主张同已开始兴起的科学主义是不合拍的。
所以，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影响不算很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一些维新派思想家的呼吁、提倡，宗教的社会功能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所以，稍后又出现了革命派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以及他对佛教更狂热的赞扬、提倡。
章太炎的这些主张与维新派的宗教热情是一脉相承的。
从维新派的康、谭、梁直到革命派的章太炎，无不试图在中国建立宗教、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这一
文化现象值得我们重视。
 　　一、对宗教的关注 　　在提倡宗教的几位维新派思想家中，只有康有为早年便有宗教思想和宗
教热情。
据他的自编年谱记载，因出于对旧学和那种“日埋故纸堆中”生活的厌弃，他22岁时（1879年）曾隐
居广州西樵山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并产生过一些神秘的体验（《康南海自
编年谱》光绪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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