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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巍巍华夏，悠悠万世，智者滚滚、高论横流，乘劲帆之快、激一时之浪者，几茫茫如过江之鲫。
然而风消云淡、势易时移、大浪淘沙、百转千折后，仍千年一脉、弦歌不辍，成万世之绝响者，何其
难矣！
又何其伟哉！
叹感为学立言之难，大哲如孔圣亦守志日：述而不作。
并嘱“巧言令色鲜矣仁”以戒后学浮浪。
然朱子亦云：一世之学即为一时之治！
是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成为古往今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和不懈追求。
暨南大学作为以“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为己任的百年侨校，秉承“忠信笃敬”之校训，向以忧思
苍生、济达天下为念。
先后敦请马寅初、郑振铎、王亚南、周谷城、钱钟书、周建人、夏衍、许德珩、胡愈之、严济慈、楚
图南等名师执教，培养出吴学谦、李岚清、江上青（新四军烈士、江泽民同志养父）、许敦茂（泰国
国会议长）、李光前（新加坡大学校长）、邓垦（邓小平胞弟、湖北省副省长）等公共管理领域的杰
出人才，“急公好义、为国为民”是暨南人践行“立人、立言、立行”之“三不朽”的优良传统。
上海时期的暨南大学法学院和文学院更为当时公共管理的思想重镇和人才摇篮。
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暨大的公共管理学科停办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应时代召唤建系，
至今只是刚足十年幼齿的懵懂少年和学术阿童。
虽然孔子曾经说过：“吾十岁有五而志于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康有为�>>

内容概要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康有为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政治发展观。
他以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近代中国所必须达成的政治目标，考察了为达成此一系列目标所
应当经由的政治发展路径，并且讨论了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中必然会遭遇的文化建设问题。
康有为是一个坚定的儒家宗奉者，同时也是一个不泥古、不唯书的学者，他的政治发展观是一套开放
的中西兼具的有关近代中国政治前途的思想体系，此思想体系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达到了时人未
及的近代化理论高度。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一方面梳理康氏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的种种概念体系，一方面企图深入
剖析与总结这种政治发展观的内在张力，祈望可以为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的动力与阻力，甚至为规划当
代中国政治之发展提供某种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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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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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康有为的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由前述内容已经明白，主流的政治发展研究有一个潜在的假设，
即世界政治的发展是循着一个固定的逻辑，具备一个相对明确的目标和各具特色的途径，而这一条既
定的发展路子就是西方国家走过的历史路线。
但是如同前面已经提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政治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发现，政治发展
本身既是一个客观的长期历史现象，政治发展的复杂性也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想象，历代思想家与政
治家因之而形成的政治发展观念与思想必然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复杂的理论更新。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根本就没有一个样板式的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最“经济”的政治发展模式。
然而，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其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剧烈转变过程中，却也有一些可以进行抽象概括的普
遍性因素，比如说，社会的政治动员、经济的逐步繁荣、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权威的集中化和政
治过程的相对理性化等，都成为人们分析各国在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重要理论工具。
但是在考察本项课题时，我们可以发现，上述种种对一国政治生活的分析要件，同样能够运用于处在
近代化历程中的晚清中国。
例如，我们考察晚清政治状况发现，当时民族工业的发展、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对加强中央政府
权威的要求、以读书人组成民间学会并且创办面向大众的近代报刊所带动的大众对政治的参与，以及
相应的社会自主性等，这一系列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形势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是面
临经由近代化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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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迄今为止的政治历史，都是对人类未来政治命运的预言，因为所有关于未来的政治智慧，都来自人们
对政治历史的理解。
对戊戌变法的政治命运及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思考，源自于十多年前学生时代的朦胧意识；之所以持之
以恒地将这个题目做了下来，是因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近代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仍然没有
断，仍然有其内在的逻辑。
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政治运动的失败，是制度变革试验的失败，同时也是康有为对中国政治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思想的失败——康有为政治思想中现实考量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张力，是后来所谓一系列“救亡
”与“启蒙”矛盾的最早版本。
本书的写作，得到众多师友的帮助，遗憾的是不能在这里全部列出他们的名字。
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武汉大学刘德厚教授，本书的写作得到刘老师非常具体的指导，比如在马克思主
义政治发展观的整理上，给了我非常明确的指导，在文献工作上为我点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
具体表述。
论文的写作还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施雪华教授的具体指导，施老师在生活与思想上亦对我关怀有加，
心中感念实难以言表。
武汉大学虞崇胜教授对本书写作曾给予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此深表谢忱。
感谢云南大学韩宏教授，本书部分内容得到韩老师指正。
感谢云南大学马啸原教授，那些在心情最低落的日子里收到的马老师的诗句，永远在鼓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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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康有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研究》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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