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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思想史》从大历史和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的中国各种思想，提出本世纪的中
国思想史，实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种思想并存、斗争、实践并发展变化的历史。
作者以理性并充满激情的文笔引领读者一同经历20世纪中国大地上的风云际会，与诸多中华民族时代
骄子的精神世界交汇，了解试图改造中国改变世界的种种思想体系，看朵朵思想的火花怎样燃烧，灿
烂，毁灭，升华⋯⋯　　一部理性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
　　一幅20世纪中国精神世界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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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启良，又名孟姜夫，湖南衡阳人。
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翌
年评为教授。
现为湘潭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哲
学史学会理事。
学兼中西古今，尤以思想性写作见长，已在花城、学林和上海三联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2种，论著
逾六百万言，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具思想性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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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戊戌到辛亥　　一　戊戌的遗产　　戊戌维新是20世纪前两年发生的事件，同时也
是20世纪中国的一笔思想遗产。
言其为遗产，可从两方面予以理解：一、当时的维新人士有关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20世
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祈向，而且梁启超本人还是此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导师，热血青年无不受其
影响；二、戊戌维新的难题和困结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难题和困结。
戊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带着诸多的困惑进入20世纪。
一百年后，他们同样带着类似的困惑进入21世纪。
从此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点，又是其终点。
因为此后中国的百年行程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圆圈式的运动，终点与起点相接。
这样，如何看待戊戌维新也就成了我们今日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题中之义。
戊戌维新的性质，学界大多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且将其同尔后的辛亥革命作比较。
前者为改良，后者为革命。
故而前者的历史意义远不如后者。
其实，前者也好，后者也好，性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按照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
不同的只是，前者保留清廷且借助于清政府的政权力量而实行改革，后者则是在推翻清廷的基础上实
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换。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除太平天国外，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和改良，皆
同西方列强有关。
此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且可以自足自满。
虽然其间亦有外域文化的传人，但却始终不影响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
佛教便是一例。
佛教来自印度，传人中国之后，非但没有将中国佛教化，而且其自身被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
部分，且对中国的政权形式和社会结构没有带来任何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两千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充满着文化大国的自信，并且乐于将自己的文化输送到其他
国家和地区，乐于做文化的宗主。
　　然而西方文化的传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使之从文化的宗主一坠而成他国的
附庸。
　　从表面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西关系，主要是军事和国家利益的冲突。
西方人用炮火开道，亦不是为了将基督福音传到中国，而是为了在中国拓展资本市场。
但是武力的背后却是文化，战争的结果所体现的乃是两种文化的优劣。
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其实质乃是试图用西方文化和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古老的中国。
诚然，西方人的本意并非如此高尚，而且也不可能具有此种世界历史的自觉。
然而其罪恶目的带来的却是世界历史的整体进步，其所充当的历史角色乃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此种历史的辩证关系，不仅西方人认识不到，而且受其掠夺和欺辱的被压迫民族也是认识不到的
。
因为在这里面，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交织在一块，遂使人们的认识既模糊又矛盾。
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近代西方的对外扩张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体现的是先进的现代文明对各地前
现代文明的取代；但从道德的评价角度看，西方人的扩张不仅罪恶，满身肮脏，而且同其他民族古老
的生活方式也是冲突的，价值观大不一样。
正惟这样，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被压迫民族无不显得既尴尬又矛盾。
尤其在中国人这里更是这样。
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文化宗主国的地位，而现在他们必须认他人为宗主，认自己为文化附
庸，因而其内心亦就格外的沉重，特别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取舍方面，尤其显得进退若谷，左右
为难。
　　文化的担当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的取舍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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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这里。
他们关怀社会关怀生民，凭的就是他们所认定的文化传统，即所谓“士志于道”。
所以我们看近世的东方民族，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其他各国的知识阶层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所作出的回应，皆不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和两难。
　　也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关怀意识，所以每当民族危难、文化失范的时候，他们总是处在历
史的中心位置，以自身的道义和其所持守的文化而救国。
戊戌维新便是近代以来他们第一次文化救国。
　　所谓“维新”，语出《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不过，在周代，“维新”的是天命，义在政治领域；而在近代，中国所要“维新”的乃是文化，惟有
文化的“维新”方可救中国于水火。
虽然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内中仍有天命“维新”之义，但其旨趣并不在此，而且康有为本人
也不是想做现代中国的“素王”和教主。
他的使命在救国，而不是救人；其救国亦不在改朝换代，而在刷新政治与文化中的制度。
　　康梁之前，中国知识界就已经有了“维新”的呼声。
郑观应认为，富国强兵之要务在于对商业的重视，并且提出商贾为“四民之纲”的观点。
薛福成、何启、胡礼垣等人亦持此种主张。
更可重视的是，这些早期“维新”人士，不仅主张“商富而后国富”，而且认识到国家制度的改革更
是强国的根本，比起商贾来更为重要和迫切。
郭嵩焘就说过：“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
”郭氏批评当时的洋务派仅得西洋皮毛，只在船坚炮利上作文章，实乃是舍本而求末。
可是在甲午海战之前，这些早期维新人士特别是郭嵩焘却被士林目为异类，其影响也就可想而知。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等人就主张开眼看世界，但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是郭嵩焘。
甚至可以说，郭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其文化主张很像半个世纪以后的陈序经。
20世纪的陈序经尚不被理解，何况甲午海战前的郭嵩焘。
是时，人们愿意接受的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因为其接受心理仍是根深蒂固的夷
夏之辨。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
”甲午海战之前，中国政府同英法等国已有过军事冲突，并且同样是耻辱性的结局。
可是此时的中国士大夫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病根所在，以为通过办洋务便可富国强兵，同样可以
像西人那样船坚炮利。
然而甲午一役彻底破灭了洋务的美梦。
而且这次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是：一、列强乘机而入，企图瓜分中国，而不仅仅只是中国同当事国签订
不平等条约；二、战争的敌方不是西方列强，而是蕞尔岛国日本。
特别是后面这一点，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打击最大，刺激也最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长期以来受中国文化之影响。
论文化，论国力，皆不及中国。
正惟如此，在国人眼里，日本人是微不足道的，且以“倭寇”相称。
“倭”，从人从委。
《说文》释“委”：“委，随也。
从女从禾”。
“从女”者，意指如妇女之屈从于夫权；“从禾”者，意指如禾穗饱满必然低头。
正惟如此，《说文》释“倭”为“顺儿”。
不难看出，中国人称日本人为“倭”，所体现的乃是一种大国的文化心理，说明长期以来他们根本就
瞧不起日本人。
可是这一次，中国不仅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老师败在学生手下，五千年的文化大国竟然在“顺儿”（倭人）面前丢尽了颜面。
这对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是断断不能接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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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惊慌和诅咒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对之如何看待。
日本一小国，何以短时间内便富强起来？
中国乃泱泱大国，何以今日如此狼狈？
　　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
中国的惰性是文化的惰性，而非人的惰性，尤其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更为如此。
面对民族国家瓜分豆剖之危局，当时的知识界既对列强义愤填膺，痛斥其不义之恶行，同时又在苦苦
的反思。
反思的结论便是：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走上富强之路，必须变祖宗之法，而且是那些关乎安邦治国的大
经大法。
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之所以崛起，根本原因乃是明治维新对西学的接纳；中国同样可以这样为之，
以研究西洋文化作为“匡时救国的要图”。
　　但是，戊戌变法毕竟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文化更新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且必须从属于政治而后
可。
然而作为政治运动，变法是以失败的记录载入史册的，“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留给后世的只是扼腕和
憾叹；新法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都被废除。
　　变法失败之原因，学界议论多矣。
或谓救亡压倒启蒙，或谓帝后两党之争，或谓袁世凯的出尔反尔，或谓资产阶级不足以救中国。
这诸多原因，有其必然，亦有其偶然。
特别在将这次变法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时，学者们更是困惑不解。
因为这二者的主旨都是为了民族的更新而西方化，都是为了顺应世界历史的大潮，可结果却是一成一
败。
更可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要求变法的愿望远没有中国人强烈，更不曾出现像“公车上书
”这样的请愿运动，可是日本人却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踏上了现代化的路途。
而在中国却刚好相反。
一方面，有识之士迫于救亡而强烈要求变法；另一方面，变法又只能以失败的记录载入史册。
　　任何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而人既是现实性的存在，又是历史性的存在。
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他们可以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变革传统；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他们的一切变革又势
必受到传统的制约。
而且，历史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或者反过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
从偶然的一面理解，我们不排除个别的偶然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从必然的一面理解，我们同样不应
忘记，任何偶然都有其必然的根据。
只不过这“必然”绝不是像吾人以往的教科书所说的天意般的“历史规律”，而是历史文化之传统，
特别是观念文化的传统。
　　应该说，这是我们思考一切历史问题必备的理论思维。
循此，我们再来看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之原因，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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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理性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
　　一幅20世纪中国精神世界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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