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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中国正在继续发轫于近代的借鉴西方走向富强之路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华民族悲壮的近代磨难的
主要原因便在于对西方文化的跨文化误读，进而反思近代中国的悲壮历程对当前中国或许尤为紧要。
很多中华学人矢志于辨析近代悲剧，不断阐发各自的宏论新见，以期尽可能认知近代悲剧的历史语境
，而成为当前中国之鉴。
袁伟时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便是辨剖近代悲剧的近著中极蕴新见的佳构。

作者在书中主要剖析了鸦片战争后五十年间(一八四○——一八九○)中华文化的能动表现者面对突然
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的思考与迷失，从多方面揭示从经世致用思潮到洋务思潮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
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的殚精思考。
作者高度评价魏源、郭嵩焘、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充分肯定他们的思想，称他们为“
早期民主思想家”。

这些有识之士虽不曾执掌大权，甚至不曾入仕，但他们位卑不忘国忧，面对西方文化，他们广泛学习
，认真观察，竭智思考，著书立言，为中国抵御侵略走向富强而呕心擘画，形成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
知，并积极倡导中国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走向富国强民的现代社会。

这些有识之士尽管囿于当时的有限认知，没能象作者那样明确指出“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
族的历史重负”，“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但
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人不是夷狄。
进而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
”“汽轮车船夺天工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以为敌”(郭嵩焘)，西方“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
；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王韬)，而中国则已落后于西方，
“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

至若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若要富强，首先应学习西方建立私有经济主导的工业
化经济制度，“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
二船无当也。
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益”。
(郭嵩焘)。

那么，这些有识之士的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以及据此对中国发展取向的合理选择为何不能为当权者
所认同接受采纳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富强的跨文化误读，他们误读了西方社会富强的起始条件，以为
在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而实际上西方建立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
起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基于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制度和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

专制制度与富强有重大的不相容性。
专制制度下只能实现有限的富强，而专制制度下的富强往往潜生民族和文化毁灭性因素。
社会富强最终需要打倒专制。
当时有识之士没有认识到西方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因而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建议根本不可能
为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所接受采纳，或者说他们的建议不可能使当时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真正
走向西方式的富强的现代化社会。

作者在书中还理性地分析了当时对西方民主和策略的合理性，指纠了一些人对郭嵩焘、徐继畬甚至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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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的投降、卖国的不实斥骂，同时对赫德、林乐知、傅兰雅等西方在华人士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建议
作了冷面周细的分析，直斥一些人对西方人建议的纯情绪化反应，并坦陈了作者对太平天国、学习西
方三阶段说、曾国藩、群众性等问题的思考和理解。
这些闳见同样惠人新识，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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