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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葛小佳、罗志田两位作者合写的读书评论。
文章的内容或涉及中国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时更兼及两者的异同，故名为“东风与西风”，无
论是对“西风”的评介，还是对“东风”的讨论，都有独到见地。
作者大体循西方文化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从其产生的学术语境去解读评介一些西方汉学（包括中国
研究）的书籍；同时也通过论世知书的取径，评议一些国人的学术著作，进而窥测今日的文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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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小佳，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博士（社会学），先后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和明尼苏达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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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订版序原　序万里长城的历史与迷思道统与治统之间走向跨学科的新史学“文无定法”与“文成法
立”大胆的假设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世事变迁东风与西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上的梁启超跨世纪的启示：从章太炎到古史辨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市
场经济与乡村发展的新诠释魏安德的中国工厂研究形象与文化：换个视角看中国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
政治运动谁的人文精神？
美国方式与美国梦：“政治正确”与美国校园的权势转移中国文化的特点与上下左右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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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不能一一涉及，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柯文批评了费正清学派关于西潮入
侵以前中国只发生“在传统范围内的变化”的观点。
虽然柯文正确指出了费正清等人所注重的是中国的不变即缺乏西方那种“根本转变”的一面，但柯文
在批评的同时将这一观点本身亦视为不妥而摈弃，则不免矫枉过正了。
实际上，费正清诸人或许是无意识地触及了儒家或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中的一个根本要点，即出新意
于法度之中。
在传统范围内变，即温故而知新，正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若从此角度去探索，或可解释为何西潮未到或初到中国时，士人总是“回向原典”去寻找变的思想资
源。
到西潮大盛后，才接受近代西方破而后立的所谓“超越进步观”，与传统彻底决裂。
费正清等若沿此取向研究，本可证明西潮的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实超出一般的认知。
柯文等若依照这一真正中国式的“在传统范围中变”的取向，本来也可见到费正清等所不曾见之处。
惜乎柯文等在安身立命处恐怕也是秉承超越进步观的，所以将前一辈破得太厉害，无意中将其好处也
破掉了。
林蔚本人虽然出自哈佛，也曾撰文对费正清学派有所批评，但他的研究范围仍在较传统的政治军事外
交史之中，所以有意无意间恰符合中国“法而后能”的取向。
其人文笔极佳，言之既文，行之必远。
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相结合。
”李氏全书就建立在这个基本预设之上。
然而，在19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价值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被撕裂了”。
就梁启超来说，他“从理念上异化出传统，在别处（西方）寻求价值；但在情感上则离不开传统，为
历史所左右”。
李文森认为，梁启超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努力通过缓和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冲突，来平息情感和理念间
的紧张。
更具体地说，由于在“历史”方面显然是中国失败而西方胜利，梁启超在其一生的几个阶段中，从不
同的取向，不懈地力图肯定中国与西方在“价值”上的对等。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却正走在西化的道路之上。
这就是梁启超的“个人同一性”。
李文森以为，梁启超一生欲将中西拉平的诉求，其实是在回答一个他的前辈和后辈都同样在关怀在回
答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中国社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念都可以被看作某种答案的问题。
这样，通过梁启超这一个人的思想历程，李文森就认为可以看到中国整个社会，也看到了“近现代中
国的思想”。
然而梁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
同样，梁要回答的问题也在变。
李文森将梁启超一生分为三段，在1873～1890年间的第一阶段，梁氏辩称中西思想原本相同，实则是
想将西方价值走私进中国历史之中。
1890～1912年间是第二阶段，梁氏在此时正式摈弃了儒家的外衣，但并不从文化上进行中西比较，而
是在国家间进行比较。
梁氏并认为，中国的文化转变是在新旧之间而不是在中西之间。
最后，在1912年以后的第三阶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西方一些人对自己的文化悲观，梁氏
得以重新讨论中西文明。
这一次他强调中国文明是精神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质的。
换言之，两者不仅对等，而且各有所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风与西风>>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风与西风>>

编辑推荐

《东风与西风(修订版)》：道统与治统之间“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东风与西风中国近现代思想
史上的粱启超美国方式与美国梦“政治正确”与美国校园的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谁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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