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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探讨1840至1956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的最新著作，观点新颖并富挑战性。
作者不同意海内外的流行见解，即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视为传统社会的断裂，而认为共产党建立的
政权不过是传统的某种变构。
作者企图超越国共两党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用大量史料证明，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
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其实是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扑朔迷离，本书则简明清晰地勾画出社会变迁的主线，以新的视
角来考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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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现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山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当
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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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些接连不断的救亡的燃眉之急，要求把一盘散沙的社
会组织起来，因而集体主义便代替了个人主义，专制强权最后淹没了知识分子对人权和自由的追求。
如果我们看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史，这种说法似乎是不错的。
但是，这种解释最大的困难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亡国危险，“救亡”是一百年来中国命运
的主题，不能仅仅把这个现象用于191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
在20世纪，对军绅政权的不满和批判，以及对社会整合危机之焦虑，正是新文化运动之推动力，亦即
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提倡启蒙本身正是出于救亡的需要。
救亡压倒启蒙说不得不面临一个二律背反：“救亡”既然导致早期的“启蒙”，为何又会在新文化运
动的后期中断“启蒙”？
事实上，自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就始终存在“救亡”意识，而洋务运动、戊戌变
法以至于辛亥共和革命，都是因“救亡”而作出的反应。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救亡危机并不见得比其他历史时期更为迫切。
为何独独在这时救亡压倒启蒙？
这一说法的毛病在于，它忽略了在“救亡”的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变迁还有自身的内在演变机制和路
向，“救亡”是通过对旧意识形态的抛弃而和“启蒙”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在任何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运动或潮流中，“救亡”都是最具动员力量的，它确实可以推动某些
观念兴起，使某些价值具有压倒性优势。
但是，仅仅有“救亡”的动员力量，不一定导致价值独断。
正如辛亥革命期间，反清排满、共和也是出于“救亡意识”，但民初时并没有因之而出现某种价值独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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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版)》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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