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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本书简体字版写序，说来多少有点儿怪异的感觉，不由想起我们另一本简体字版著作的往事。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问题与方法集》。
这本书是该社老编辑马嵩山先生组稿并编辑的，我们为这本书写了只有十个字的短序：“问题是旧的
，方法是新的。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遗憾的是老友马嵩山病故时，终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
1989年4月初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住就是二十年，去年9月又来到台湾。
在这二十年中，我们的学术著述都是以繁体字刊行的。
在我们为时已算不短的学术生涯中，不论是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写作，“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
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特质。
我们的问题意识产生于文革时期，令我们由理科背景转向历史文化的探索。
从那时起，我们就试图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伴随的独特现象。
文革结束后，在出版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
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
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和2000年先后出版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1840-1956）》和《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
这两本书在追寻老问题时，转向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代的转型，再深入到思考中国现代思想的
起源。
从1997年起，我们的研究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在这一研究转向中，同样是自觉地摸索新方法。
本书就是我们近十多年来探索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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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
思想史分期方案。
此外，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
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
中国思想史研究前辈王尔敏先生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本书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
可以说，本书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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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上述过程，思想史研究者常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而我们则更喜欢用打烂的万花
筒作比喻。
儿童时看万花筒，每转一个角度，就会出现千变万化、色彩斑斓的图案；如果打碎万花筒，倒出来的
是一堆有色碎片。
当革命意识形态有效时，正如巨型万花筒在转动，图景气象万千，不断组合出魅力世界。
告别革命意识形态正如万花筒被打碎，魅力世界消失了，人们对价值理念完全失去兴趣。
但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却必须去考察万花筒中的景象是如何出现的。
万花筒中的图像虽然有趣，却是由一些固定的碎片组合而成的。
没有这些碎片，就不可能建构意识形态，亦不会发生意识形态的迅速变迁。
要理解革命意识形态解体后的思想形态，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组成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意识形态建构和解构、仍然存在而且相对稳定的思想碎片。
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确实有这样的东西吗？
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些作为意识形态瓦解后的思想碎片不仅存在，而且其形态是相当稳定的，只是人们熟视
无睹、习以为常罢了。
它们就是当代中国人用于理解现代世界和社会的基本观念。
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之上的思想系统，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建构了20世纪国、共两党不同的
意识形态，并在1920年代以后指导着中国人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而意识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组成
系统的基本观念的消失。
举几个例子。
“告别革命”的说法，只不过反映出革命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发生
了巨大变化（这是革命意识形态解构的结果）；但革命观念（对革命是什么的理解）本身，在今日
与20世纪上半叶的差别并不大。
其他中国人熟悉的观念，如个人、权利、社会等，也不是如此么？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
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
意识形态的解体，在很多时候只是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
以科学观念来看，今天中国领导人讲的科学发展观，是用科学来论证经济发展的正当性，这与马列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用科学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与1920年代新知识分子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相比较，变化
的只是科学论证的对象，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是什么以及对它的功能的理解。
也就是说，上述种种重要观念的核心价值和功能，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仍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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