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中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文中国>>

13位ISBN编号：9787810832717

10位ISBN编号：7810832719

出版时间：2003-10-1

出版时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作者：许江

页数：36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中国>>

前言

　　1928年3月26日，初舂的西湖，天空中飘荡着浅浅的温润的绿色，一辆黄包车从西冷桥后边烟树婆
娑的民舍中匆匆而来，停在孤山前山的湖畔罗苑门前，车上走卜来⋯位气度儒雅的瘦长老人，缓缓地
走进罗苑狭长的楼门中。
他正是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来参加刚刚建成的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
紧接着，他面对三十佘位教职员、七十佘位学生，语气深长地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
的重要讲话： “入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
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
”　　蔡元培先生一生数载旅欧研学，作为一代硕学通儒，曾经遍览欧陆各大博物馆，深研世界文明
史的演变，甚至还是美学研究的专家。
他深知艺术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形态，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完备的知识和认知体系的意义。
1912年4月，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
出了“注意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主张，井明确指出培养人才对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的要求。
在“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又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中不要忘记美术”，在《新青年》上发表《以
美育代宗教说》的论文，引起海内外的注意。
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的心目中，“美术”二字包含着相当宽的意义，泛指一切美的文学艺术
和道德言行。
]928年国立艺　　术院在西湖之畔创立，正是他锐意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举措，同时，作为
横跨中丙界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先驱，蔡先生坚信办学一是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
气度，力主在学术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应该强调欧洲的人文教育思想，把
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
蔡先生在艺术院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讲话，对一个艺术的专门化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的学校所寄予的精神思想，已经将一种庄重的学术使命作为立校之本、创业之基，托付给
了一代年轻的创业者们。
蔡元培先生以思想界、教育界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为新创的艺术学府，奠定了学术讲坛的高度。
　　艺术院建院之初的一代教授们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理想者的集群。
一方面，他们中大多数人旅欧的学历、中西两个学域的开阔视野形成了不凡的志向和学术积累；另一
方面，他们置身于中西文化冲撞和救国图强的精神理想之下的痛切思考，使他们具有激昂的改革的锐
意。
他们一腔热血、满怀热望，做学问，创杂志，办画展，创立“艺术运动社”，主持中国最早的高等艺
术教育，带着艺术和思想的锐气，带着反封建斗士的勇力，涉人一个艺术学府对一个民族存亡和文化
迁变所能起作用的方方面面。
尤其在积极投入艺术创作的同时，他们养成了讨论问题、著书立说的风气。
他们一方面从振兴东方艺术、唤醒民族意识的艺术社会学方面着眼，纵论艺术作为人类优秀精神载体
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意义，痛陈艺术衰微对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重影响；另一方面，从美术发展和艺
术风格等具体问题人手，系统研究中西美术的殊异渊源和演进的形态，探索和思考现代意义上的中国
美术教育的诸多问题。
这个现象，在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史上被称为“理论热”，它作为艺术家涉人文化研究的一种集群现
象而备受大家的重视。
1999年，当郑朝先生编撰《西湖论艺——林风眠及其同事艺术文集》并嘱我写序的时候，我深深地感
受到了这个艺术学府在它初创期所曾经涌动的人文关怀的热力；感受到我们的精神家园的一代拓荒者
所开掘的不凡的学术疆域；感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主掌着我院的学术宗旨并得
以代代相传的精神脉络。
正是这个优秀的教授集群，从一开始就以浓郁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在理想与现实、开放与固守、为
人生与为艺术等深刻的矛盾中，求取两端理想化的结合，坚持着追求一个学术的理想：以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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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吸收各派所长，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去表现东方的意境和情韵，创造东方新兴艺术。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而深情回望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代教授们以毕生
的追求，以一世的心血所铸造的我院学术讲坛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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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中国》收录了15篇论文，即《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被延误的现代化》、《现代性与
中国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向》、《社会转型与军事现代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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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许江：重建讲坛的高度（丛书总序）1 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2 雷颐：被延误的现代化3 高瑞泉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向4 张法：中华性：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解释5 朱学勤：简论革命
党向执政党的观念转变6 高华：百年现代化三题 7 王中江：“新旧之辨”的历史推演及文化选择形态8 
罗志田：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9 倪乐雄：社会转型与军事现代化10 葛红兵：20世
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11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安徽人口12 江蓝生：语言文字规范化与
学风建设13 邵大箴：传统山水向现代转型的里程碑14 杭间：身体的智慧15 黄河清：全球化与一个民族
的文化个性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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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知道，西方的现代化伴随着世俗化的历程。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解释，西方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最初是由新教伦理提供的，新教伦理给予西方文化
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即以“天职”观念为中心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
换言之，现代性经济生活中到处吋见的追逐功利的沖动，开始曾经有过道义论的源头。
近代西方人征服自然的精神动力，也被韦伯理解成新教与对象世界之间巨大紧张的产物。
与西方现代化所借助的世俗化形态不同，中国文化精神的转向，一开始就是在世俗的观念领域中进行
的。
它不是如西方那样，在对神学世界观的反叛中，而是在哲学世界观的变革中实现的。
　　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动力之源，人们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超越“传统和反传统”的对立，
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世界观的历史总貌作俯瞰，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形式上对立的哲学派别，实际上都
在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动力式文化精神的理论建构。
简要地说，哲学进化论是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架构为主体，描述了一个动力式的客观世界图景及其自然
法则：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理论为中心，将历史中的主要动力理解成经济的要素，从主客体相互作用
入手去获得社会进步的动力；现代新儒家以心性论为主题，则更多的是在主观精神的领域，发掘动力
的源头。
　　如何解释达尔文进化论，在今日西方学术界依然是个问题；更何论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像在西方，达尔文发表其著作后不到十年，进化论就被知识界普遍接受一样：
严复的《天演论》一出版，就有人评价：“白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
气为之一变。
”　　我们知道，进化的观念决非起于达尔文，达尔文的贡献在于使进化论具有了科学的形式。
“其他进化论者谈的是活力的力量，历史具有方向性，活力驱动，以及心灵本质上是崇高的，这些都
是经过装饰可以被传统的基督教勉强接受的概念”2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则使一个动力式的生命世
界获得了严格的决定论的证明。
常常有人认为中国人将一个原先只是科学的进化论误解成哲学，其实，在借进化论实现文化精神的动
力式转变方面，中国人不过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人一样，把“进化”理解成了“进步”。
3。
所谓“物竞天择之理”，是以竞争与对抗求取进步的法则，这些东西使得中国人的精神发生了方向性
的变化。
　　在标准的旧式上大夫头脑中，自然界和历史呈现为循环论的图景，竞争虽然是生活中的现实，但
是属于非常态的现象，只有负面的意义，不会获得价值的肯定。
19世纪中叶开始，至少在国际关系方面，对抗和竞争从非常态变成了常态；中国人最初在“救国报种
”的民族主义目标下接受它，从心理上说是被动的。
此时，竞争虽然具有了有限的正义性，但是还只是工具的正义性，还没有神圣的意义。
进化论的传播，不但使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进步主义的世界图景，而且使得“竞争”具有了超验的价
值。
　　现代人日常使用的“进步”一词，其实有复杂的含义，它至少包含四重意义：一是社会向善论的
预设，即相信人类社会将不断改善，趋向完美的境界。
二是一个道德性的理念，指主体德性的提高和完善，所以“进步”必定又预设了人性的不断改善，趋
向理想人格。
三是相信理性、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将不断增长。
四是对力量的追求，相信人类能够扩大自身的权能、征服自然、普遍增进人类的幸福。
进步的信仰一旦确立，就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作用。
正如希尔斯说的那样：“进步思想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这种思想断定，进步已经发生；
它也断定，进步应该发生，而且一旦阻碍进步的障碍被排除以后，它就会出现。
这些障碍便是人类一味依恋过去的陈腐习惯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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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进步成了公共政策的目标和衡量社会业绩的尺度。
公共舆论的导向者将进步运用于所有的制度和信仰，并且随着政府的作用日益突出，它还运用于政府
的主要决策。
⋯总之，“进步”的概念通过对经验的描述过渡为对未来的预测，结果就转变为规范性的概念。
作为规范的进步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包含了理想和现实的意义二重性：即既有超越的目标起一种范导
作用而具备理想性，又有生活世界中可予证实的经验有效性。
社会向善论和道德增长论偏向理想性：对知识、科技、力量和福利增长的预期，则偏向现实的运作。
它们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具有巨大革命性的观念，并且很快成为上自知识精英、下到普通百姓的普遍信
仰。
作为循环论或历史倒退论的替代品，进步的信仰使得中国文化转入一种类似西方文化“普罗米修斯—
—浮士德”的动力式过程，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转向的关键一步。
无论进步主义在今天表现出多少弊病，人们依然必须承认：没有“进步”的观念，整个现代化进程是
难以想象的。
　　既然“进步”或“进化”是价值所在，作为进步的动力，生存竞争当然也是基本的价值。
原先当作非道德性而被迫接受的“竞争”，现在通过严复等人的诠释，不仅有了民族主义的正义性，
而且开始闪耀起进步主义的理想光芒。
敏锐的西方学者早己注意到，“在严复的眼中，达尔文的理论不只是描述了现实，而且还规定了价值
观念和行动准则。
⋯⋯很明显，严复强调的是竞争（一种确定无疑的活力）的价值观，强调的是在竞争的形势下，潜在
能力的发挥。
”事实上，严复巧妙地表达了斯宾塞式的信念：如果生活是一场适者生存的斗争，那么力量就是最终
的美德，软弱和不能应付外部世界就是最大的过错。
生存下去、取得胜利就是善，屈服和失败就是恶。
不难看出，传统的“力命（德力）之争”的标准完全被颠倒过来了。
力量和竞争不再是消极的负面的东西，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使人得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必要
途径；既是历史之大道，也符合人道原则。
　　动力性的价值有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支持。
《天演论》表明严复在对力量的肯定方面，接受了斯宾塞那种典型的动力论，即充分强调宇宙整体中
“力”的无比强大，“能力”在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关键意义。
强调活力、精力、斗争。
坚持自己的权利，以及在前所未有的水平上大胆发挥人类所有的潜力。
因此，宇宙不再是契合传统儒家道德的宇宙，而是力量的宇宙。
“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
”。
自然界就是一个“翕以合质、辟以出力”的永恒过程；但是人类也并非只需听天由命，而应该发挥自
己的力量认识自然，征服自然。
“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小可也。
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
夫曰与天争胜云非谓逆天拂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
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功。
”。
总之，强调力量和竞争成为进化论的诠释主流。
人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在“质力相推”的宇宙中，物质元素按照自身的动力而展
开。
对这样的世界，人类凭借理性和计算将完全能够控制。
　　在进化论从自然的客观之理来提示动力式精神之后，马克思主义从主客体交互作用来论述历史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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