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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嬗变尤其如此。
在五四时期兴起的评孔思潮，上承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萌动的时
代方向。
以评孔思潮为历史生长点，在五四时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形成了对以孔子及其学
说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历史性考问潮流，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在五四时期也经受了一次空前
严峻的时代性考验。
　　五四时期不为研究者所注目的评孔思潮，恰是一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的近代救亡启
蒙意义的文化运动。
它上起自民国初年的袁世凯复辟时代，以《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下止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幕
，以科玄论战的兴起为界标。
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起止适相重合，内容相互关联。
这场文化运动要破除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信念、价值体系，要对历史的孔子及其学
说进行重新认识，将它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拯救出来；要树立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进行民族文化心
理结构的根本改造，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以俄国式道路为文化改造的方法和途径，开辟中国新
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光辉前景。
评孔思潮之破的对象与立的目标在价值意义上，与新文化运动是完全一致的．但在讨论问题的切入点
上有自己鲜明的文化个性，它是在一个十分具体而又关涉全局的文化话题上、在重新审判中国传统文
化的现代价值层面上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线索与内容的丰富。
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相区别，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以三条互相联系的
线索为依据展开：一是紧扣着民国初年新旧嬗变的社会主题，在社会政治领域（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域
）展开新旧斗争，反对尊孔复古和帝制复辟，力图阻止社会政治状态的逆转趋势；二是着眼于中国文
化的自身的改造，探讨中国文化的演进形态与发展道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进行新旧斗
争；三是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与途径探寻中国文化的改造方法，确
立符合先进文化方向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与路向。
从空间上看，虽然它们是平行发展的，但是，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它们又表现为内在的递进深入的
关系。
五四时期，人们活跃的思维在这三条线索上如同音符围绕旋律跳动，掀起澎湃的文化激流。
透过波谲澜诡的文化激流表象，我们可以一窥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之关联性的全豹。
因此，如果从评孔思潮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就正好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在五四时期，因评孔思潮的兴起而形成一个新旧对立的巨大文化纽结，并辟了一个特大型的问题
域。
如，文化守旧与演化开新，文化保守与开放引进，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固
有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与改造，等等，都聚合在由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
演进的社会历史主题之下。
在问题的解证中，思想者的理论思维的分量越来越重，名词术语也日益增多；对立的两极也日益暴露
出论战中不可避免的偏激与极端的弱点。
历史地看，对于特大型问题纽结的求证，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予以全面性解决。
因此，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理论上暂时得到了解决，如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文化
心理结构的根本性改造等等，已然有了科学的解答，只是有待于实践检验和证明罢了；而一些中观层
次与具象性问题则还须更进一步讨论。
五四时期以后有关　　中国文化问题及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实际上渊源于评孔思潮所开辟的
问题域。
　　在本论题的解证中，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文化理论为指导，以历史学规范为依据，对研
究对象进行了历史主义的考察与理论形态的分析，并给予历史的、文化的定位。
本文不同意以党史规范或者是政治史规范为依据研究新文化运动，因为在这种范式的影响和支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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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极为重要的评孔批孔文化运动就被掩埋不见了，因而难以深入地给予新文化运动以历史的文
化的解析，难以科学地深入地认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体相，更不要说认识和研究整个五四时期
了；本文反对国外研究者为评孔思潮以及新文化运动所设置的&ldquo;历史哲学&rdquo;模式和&ldquo;
文化哲学&rdquo;模式，认为一切主观的、超历史的理论模式，都不能真正认识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运
动、文化运动的本真。
　　《破与立的文化激流》按照&ldquo;实事求是地创新&rdquo;原则，除了首次提出五四时期的评孔
思潮与评孔批孔文化运动的概念，并以它为论题进行全景式研究外，还以评孔批孔文化运动为研究的
切入点，探讨了评孔思潮的展开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之良性互动关系；在研究中，本文立足于原始资
料，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文化理论为思想利器，跟踪国内外学术动态，从而得出了一些切关五四
新文化运动研究全局的新看法：本文不同意发源于海外研究者的&ldquo;全盘反传统论&rdquo;，认为
无论是评孔批孔文化运动还是整个新文化运动都不存在&ldquo;全盘反传统&rdquo;的理论与实践，所
谓&ldquo;全盘反传统&rdquo;只是一个主观设立的虚拟的概念；不同意国内研究者的&ldquo;启蒙与救
亡双重变奏，救亡压倒启蒙论&rdquo;，认为救亡与启蒙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所谓的&ldquo;
变奏&rdquo;与&ldquo;压倒&rdquo;，是因为割裂了救亡与启蒙的内在联系，在主观上将二者对立起来
；不同意研究者的&ldquo;只　　破不立，破坏主义盛行论&rdquo;，以及由此而衍生的&ldquo;革命过
分，告别革命论&rdquo;，认为对于&ldquo;破坏主义&rdquo;的严厉批判，在五四时期缺少真实的历史
目标，在理论上也漏洞百出；不同意&ldquo;救亡中断启蒙，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段论&rdquo;以及
由此衍生的&ldquo;扬前抑后论&rdquo;与&ldquo;抑前扬后论&rdquo;，认为无论是评孔思潮还是新文化
运动，它们都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文化整体，历史的、文化的主题一以贯之；不同意颇为流行的&ldquo;
扬李（大钊）贬陈（独秀）论&rdquo;，认为应该排除非历史的观念，给予历史人物包括思想家以实事
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正确评价等等。
本文认为，这些偏颇的看法正是同&ldquo;历史哲学&rdquo;模式和&ldquo;文化哲学&rdquo;模式与生俱
来的，克服它的办法只要运用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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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帝制与共和：在社会变迁的交汇点上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帝制与共和的斗争，实
质上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纵观世界近代史，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激烈的社会变迁中，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斗争的激烈性，
集中地反映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殊死搏斗上，因而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ldquo;是难以
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rdquo;④。
近代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斗争的激烈性，决定了斗争过程的长期性和反复性，社会内容的广泛性和深
刻性。
从人类社会总的行程来看，在三百多年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封建王朝的暂时复
辟！
具体到近代英国和法国：英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从1640一l701年，历经61年，其问发生了斯图加特王朝
多次短暂的复辟；法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从789&mdash;1848年，历经59年，其间发生了波旁王朝多次
短暂的复辟。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同英国、法国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虽然大同小异，但是革命的广泛性与
深刻性却相去万里，而结果迥异。
近代英国和法国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牢固地确立起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虽然
从内容上讲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差异），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而较好发展的社会条件；中国则不
然，辛亥革命以后，复辟与反复辟的结果却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封建军阀混战、割据的时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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