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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自1995年出版以来已经经历了十来个春秋。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解收的力量，曾经风靡于中国学术界。
本书即是在那一特定时期，一群知识分子依据现代化理论进行探索的结果。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从现代化变迁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
它以现代化为指向与核心，从政冶、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学术、军事、习俗诸方面重新观察并
叙述了1800年至1949年的这段历史，全方位地描述了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宏观全景和内在脉络。
本书以其视野开阔，结构新颖，立论鲜明，材料扎实，文风从容的特点在专业工作者和非专业读者中
获得好评。
     历史翻过了20世纪，进入了新的一页。
本书作为具有探索性质的通论性著作；在学术转型的年代得到了史学界和知识界同仁的肯定，同时也
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本著作。
本书2006年的再版，既是对于过去研究的回顾，更是对于未来探索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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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纪霖，1990年代的第一个冬天，一批希望以新视角和方法探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中青年学人在历史
风云变幻的激荡中，在现代化理论的感染下，集中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
智慧，合作撰写了这部专著。

    当年的这批作者，而今多数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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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现代化行程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就是从文化认同到价值意义、意识形态的全方
位思想危机。
现代化的变迁自然包含着文化层面的结构转换，然而出现如此深刻的思想危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
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西学的冲击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及价值失范的一个原因，虽然
这些外缘性动因在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　　程中也曾普遍出现过，但并未导致中国式的全面思
想危机。
像日本通过对神道和儒学这些传统价值的重新阐释，发掘出了支撑日本现代化精神的本土资源，最终
以“和魂洋才”的中介形式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能顺利地走上这条中兴之路呢？
　　众所周知，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着主流文化的地位。
关于儒学的内在结构，按照宋人刘彝的说法，可分为体、用、文三个部分。
“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代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
，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这相当于文化体系中价值系统、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三个次生系统。
不过，体、用、文在儒学内部并不具有独立的思想形态，也未得到自由的理论展开；相反地，却被融
于一个包罗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于一体的有机宇宙论图式之中。
这种“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学说通过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将精神象征
系统（伦理道德规范）、社会象征系统（宗法血缘关系）和政治象征系统（普遍王权秩序）高度整合
在一起，从而以伦理一政治一体化的人治主义政治模式为整个大一统结构提供了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而作为大一统中枢的王权又倒过来支撑了儒学在精神领域的垄断性地位。
　　儒学自先秦原儒诞生之后，曾有过两次大的流变。
第一次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它以自然神秘的天道演绎出普遍适用的王道，在两汉确立了官学
的地位。
中经魏晋南北朝的衰落，到宋明程朱陆王以伦理本体的形而上学重建儒学，实现了第二度中兴。
不过到了清代，儒学又重现疲软之势。
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思想困境。
　　对儒学的挑战最初并非来自西学，而是源自儒家学说本身。
清代，虽然宋明理学据有官学的地位，但在民间学术中经学考据却成为清学的主流。
考据学原是作为理学的补充而出现的，即为理学作学理的论证和考辨，后来逐渐独立，成为对空谈性
理的理学之反动。
*经过几代学者的细考穷究，到乾嘉后期，儒家经典的研究已有山穷水尽之势，以后一部分思想活跃
的学者就将兴趣伸展到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以及佛教那里，并且从训诂重新转向对义理的探求。
晚清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思想中的“异端”成分与其说来自西学，不如说主要来自佛
教。
正如梁启超所言，整个清代学术史，乃是一部“以复古为解放”的历史，“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
王学而得解放。
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
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西学尚未上阵，儒学的气数已然殆尽。
　　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将道德性的内圣之学发展到极致，却对政治性的外王之道无所贡献，以至于
许多“醇儒高谈心性，极高明之致；一涉政务，便空疏之极”。
清代的考据学更将儒者锁闭在书斋经典之中，不问世事埋头注疏，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乃是宋之后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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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膨胀、道统式微在文化上的反映。
　　本来，儒学有可能成为纯粹的道德宗教，然而这与内圣外王、学以致用的原儒精神是相违背的。
到了晚清，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人们开始不再以陈义高下的道德标准，而是以是否能够富强救
国的功利尺度来考虑问题。
这种从理向势，从义向利，从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转移的趋势，使儒家的精神开始功利化。
求变成为当然之势，起先从器物层面，随之到制度层面，最后一步步逼近价值层面——纲常名教，儒
学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动摇。
　　如同汉晋之际的第一次危机一样，晚清的儒学第二次危机就其发生学而言仍然是产生于中国文化
内部的危机，一部分感觉敏锐的儒者开始将视线投向外来之学（佛教或西学）。
当本土文化还充满着生机时，异域文化只能处于一种被异化的地位，而不能形成积极的挑战；只有当
本土文化日暮途穷时，异域文化的冲击才会显示出某种摧枯拉朽的力度。
中西文化碰撞早在明末即已发生，但中国文化的危机却迟至清末才出现，其原因就在此。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思想危机降临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表现出一种激烈反传统倾向，即全盘
否定作为主体文化的纲常名教。
“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在世界文明史上颇为罕见，但在中国文明史上却并非首例。
早在魏晋时代就有过一次预演，当时的“竹林七贤”对名教的态度丝毫不逊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
青年。
当然，反传统的勇气和资源并不一定要借助于西学，事实上，19世纪末谭嗣同以佛教批判名教的激烈
和彻底程度同“五四”时期相比已是不分伯仲。
只是到了“五四”时期，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全盘否定名教才从个别人的行为演化为知识群体
大规模的行为，思想危机开始表面化、剧烈化。
这一思想危机是全方位的，它包含着文化认同、价值意义和意识形态三个次生危机。
围绕着克服危机和文化重建的主题，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有关政治集团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展开了不断
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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