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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为编选本思想史论著作，系统地汇集了国内思想史学界关于20世纪中国
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书中论文均出自国内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和学者。该书分四辑，第一辑
为五四专辑，从经济伦理、自由与保守等多个角度解析力五四这个复杂而矛盾的大时代，探讨了20世
纪中国社会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三辑重点讨论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风起云涌的各种观念与
论战，第四辑梳理了五四以来激荡中国的各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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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作者简介

《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汇集思想界二十四位一流学者之力作，聚焦现代中国思想领域核心之观
念。
海外学者：余英时、张灏、林毓生、林同奇
港台学者：金观涛、刘青峰、王汎森、黄克武、陈弱水、周昌龙、沙培德、沈松侨、陈建华、杨贞德
、王远义、杨芳燕
大陆学者：姜义华、罗志田、高瑞泉、童世骏、许纪霖、汪晖、章清、王中江
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往多从个别精英人物的思想着眼，或从社会思潮的起伏入手，描绘思想史
的绚丽风景，如今围绕影响时代的核心观念展开考察，彰显出中国现代思想的另一番景色。使得我们
能够透过岁月的尘埃，穿越历史的风云，反思左右我们头脑的重要观念，原来渊源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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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书籍目录

一、时代、公理与进化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
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一一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
进步与乐观主义
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一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
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二、个人与自我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
群己之间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
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
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
三、民族、国民与国家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几点省思
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
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
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
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
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
四、自由与民主
“国家”与“个人”之间一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
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
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
五、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一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
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
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
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
六、意识形态与革命
扮演上帝：世纪中国激进思想中人的神化
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世纪初“革命”、“□”和“Revolution”的翻译过程
鲁迅思想的特质及其政治观的困境
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
七、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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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章节摘录

　　转型时代的传播媒体，除了报纸杂志之外，还有现代出版事业的出现。它们利用现代的印刷技术
与企业组织大量出版与行销书籍，对于当时思想与知识的散布以及文化的变迁也是一大动力。例如中
国在20世纪的前半期，有三大书局之称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都是在转型时代成立。当
时它们广泛散布新知识、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替新式学校印刷各种教科书。　　新式学校　
　大致说来，清朝这一段时期，书院制度比起宋明时代大为衰落。19世纪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
结束以后，书院制度才有复苏的趋势。但是教育制度大规模的改变，是1895年以后的事，首先是戊戌
维新运动带来兴办书院与学堂的风气，设立新学科，介绍新思想。1900年以后，继之以教育制度的普
遍改革，奠定了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②一方面是1905年传统考试制度的废除，同时新式学堂的普遍
建立，以建立新学制与吸收新知识为主要目的。当时大学的建立，在新式学制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它
们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温床与集散中心。因此，它们在转型时代的成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由1895年至1920年代，全国共设立87所大专院校。据估计，截至1949年为止，中国约有110所大专院校
，因此可以说其中五分之四创立于转型时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87所大专院校内，有21所公私
立大学，几乎包括了所有20世纪中国著名的大学及学术思想重镇，如北大、清华、燕京、东南诸大学
。可见转型时代是现代教育制度兴起的关键时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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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编辑推荐

　　汇集思想界二十四位一流学者之力作，聚焦现代中国思想领域核心之观念。　　海外：余英时、
张灏、林毓生、林同奇　　港台：金观涛、刘青峰、王汎森、黄克武、陈弱水、周昌龙、沙培德、沈
松侨、陈建华、杨贞德、王远义、杨芳燕　　大陆：姜义华、罗志田、高瑞泉、童世骏、许纪霖、汪
晖、章清、王中江　　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往多从个别精英人物的思想着眼，或从社会思潮的
起伏入手，描绘思想史的绚丽风景，如今围绕影响时代的核心观念展开考察，彰显出中国现代思想的
另一番景色。使得我们能够透过岁月的尘埃，穿越历史的风云，反思左右我们头脑的重要观念，原来
渊源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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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精彩短评

1、随着晚清政治崩溃与颠覆式的西洋文化冲击，当依附了数千年的天人宇宙观全面溃退，如何原地
建立起新的世界观，从各种主义中摸索出对个人、社会与国家等全新概念的定义。草草翻阅，学术文
章集，比较难啃，但确实是本好书。
2、华东师范历史系的许纪霖先生主编 严重推荐  这本书整合了很多两岸三地和海外的中国史学者经典
文章
3、思想再多元，一个核心。开卷有益
4、思想史研究真是太艰深太高端洋气太高贵冷艳了，怪不得一些学历史的喜欢孤芳自赏地鄙视某些
学科。这书看得我想吐，这课上得我想吐，这作业写得我更想吐！！！
5、虽然书中的大部分文章以前都读过，还是决定买下，主要是为了方便翻阅。
给许先生一个建议：今后选编这类文集时，最好以收集海外或国外学者的文章为主，毕竟您接触的机
会多，这样可以方便接触不到的学人。
6、除了汪晖的文字依旧看的云里雾里，别的诸位先生还是可以看看。
7、用汇编的方式，汇集最优秀成果，很好。
8、断断续续读了半年终于读完。。。余英时、张灏、王汎森。。。听到这些名字就鸡冻！
9、内容不错，有启发性。
10、一直在当当上买书。当当上书质量好。内容就要靠自己选择了。
11、全书共分“时代、公理与进化”、“个人与自我”、“民族、国民与国家”、“自由与民主”、
“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意识形态与革命”、“思想史研究方法”等七章，选取论文三十二篇。
其“进化”、“个人”、“自我”、“国家”、“自由”、“民主”等主题词，着重梳    理了影响时
代的核心观念，立论严谨，很有冲击力。
12、本书内容丰富，对关注中国思想史的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阅读完即可对现代中国思想概貌有相当
程度的了解，值得推荐。
13、不是我会看的书。。。才刚开始看几页就看不下去了。。
14、这个集子的论文都很经典，观念史最精彩的近作不可错过。
15、跳过汪晖的文章后顿时海阔天空
16、题目很畅销，价格也很贵，折后还55元！期望很高，但打开一看，是一篇篇独立的论文，有点儿
觉得不值
17、感谢许纪霖先生的工作，让我们和这么多的学者对话！
18、本书所选论文（除个别外）均属经典之作，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极具参考意义。美中不足的
是，本书的章节编排不算太过严谨，散在不同章节中的论文有时却是在讨论同一主题（看来如何提取
“关键词”如何编排确实是一门大学问）。
19、质量很高
20、对于国家、社会、公民任何一个话题感兴趣的人都会觉得值得
21、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
主观念；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2、除了汪晖的，其他都很好。我觉得汪晖的文章实在是坑爹，此人专门以写此种晦涩难读半通不通
的文章以为乐。
23、这本书一些文章看过了。还没有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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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精彩书评

1、　　国家主义的历史渊源　　　　刊《南风窗》2011年第18期（8月24日出刊）·南书房　　文|张
洪彬　　　　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对国家权力、国家能力、国家理性推崇备至，对国家权力危及
个人权利的危险却视而不见，颇可担忧。国家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把国家作为保障公民权益的工具，认
为国家自成目的，国家有其自身的理由，特别强调国家的强盛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国家主义由民族主
义发展而来。因而，返观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颇有助于理解这种思潮的历史渊源。许纪霖、宋宏选
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一书所收录余英时、张灏、沈松侨等学者的文章，对近代中国民族
主义的观察和阐释，对理解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颇具启发意义。　　尽管有学者把民族主义追溯
到明清乃至宋代，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旨归的民族主义，还是源于对西人入侵的回应，“建国”
是近代中国赓续不绝的时代基调。至于要建立怎样一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个人被置放于何等地
位，国民以何理由获得自己的角色等关键问题上，虽随时代和具体倡导者而有所不同，然就整体而言
，还是偏向于集体，偏向于国家，个体自主、国民权利相对受到忽视，极少像在英美思想中那样，处
于本体地位。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近代中国个体自主的要求事实上由集体的危机引起。沈松侨先
生也指出，近代中国“国民”概念的引进，其历史背景和动机在于铸造强有力的国家组织，从而救亡
图存，也就是说引进“国民”概念的根本目的在于群体目标。梁启超从德国学者伯伦知理那里借来的
“国民”概念本身是一个集体名词，与“国家”实为一体之两面，因而其重心落在国家认同层面上的
。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citizenship概念兼具“公民身份”和“公民权”的双重意味，换言之，国民
身份既意味着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身份，又意味着其所应享有的各项平等权利。然而，在近代中国，
“知识分子所关怀的并不是像穆勒、洛克那样，企图藉由缔造一套相对完善的政治机制，来保障个人
的自我发展”。在近代中国的国民论述中，真正占据核心位置的绝非国民本身，而是他们所构成的有
机整体——国家，他们真正关怀的不是任何实质的个人解放，而是超脱于个人之上的“国家”的解放
。之所以要倡导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是因为其对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巩固国家权力、保障群体
生存具有工具性效用。因而，“公民权”相较于“公民身份”，在价值序列上永远处在次级地位，一
旦公民权利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绌己以伸群”“舍小我为大我”“人人牺牲一点自由，为国家
多争一点自由”就是相当普遍的回答。作为抽象整体的“国民”乃是掌握统治权的“主体”，而个别
具体的“国民”成为被支配、被宰制的“客体”。　　张灏先生则认为民族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公
民式的民族主义，比较强调个人价值和个性；一种是族群式的民族主义，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性格，
民族国家近于有机体，个人则如细胞，没有独立价值。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于后者，其危险性在
于通过大我、小我之分，把民族国家放置到一个过高的位置，个人的自由人权则轻易被压倒。　　随
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国际地位上升，中国人追逐近两百年的强国梦的实现似乎指日可待，国人对此热
烈欢呼，此种心情颇可理解。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一个强大的国家，固然可以更强势地面对外部，
也可更强势地摧折内部，若无充分的宪政措置，国民权利就只能是统治者的恩赐。1949年后台湾以
及1978年后大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国民权利的捍卫和张扬，都是在个人权利惨遭国家
摧残之后，痛定思痛的声音。上百年的困厄顿挫，至少应该给后人一个清醒的教训：片面追求国家强
盛，对国家权力缺乏应有的警惕，公民权利缺乏可靠的保障，人间惨剧仍可重演！　　　　　　《现
代中国的核心观念》，许纪霖、宋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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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章节试读

1、《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13页

        20世紀初期，對中國國民習性的檢討，大抵集中在兩個主要層面：（一）中國人無國家思想、無
愛國心；（二）中國人無權利、義務之觀念，缺乏獨立自主、平等自由的精神。

2、《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28页

        從這些政治立場雖有差異，立論取向卻大致雷同的言論來看，晚晴國民論述鼓吹自由、民權、平
等、自主等源自西方自由主義的觀念與價值，其命意所在，卻與這些觀念與價值的原有脈絡完全相反
。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所關懷的並不是像穆勒、洛克那樣，企圖藉由締造一套相對完善的政治機制，
來保障個人的自我發展；反之，他們努力的方向，卻是要透過這些觀念的凝聚作用，把個人與國家緊
密地結合起來。······集體的國民身體在位階上永遠優先於任何個別的國民身體。

3、《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53页

        绕过民族主义而直接达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国际的国与国平等。这种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心
态与孙中山颇相似，两人的出发点和关怀也类似，区别在于胡更多看见民族主义对内对外的破坏力，
而孙则强调民族主义对内的聚合力。

4、《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30页

        晚清“國民”論述所曾激起的“啓蒙”風潮，與“救亡”的集體需求，所構成的，乃是一個統一
的連續體；甚至可以說，前者乃是後者的一個組成部份。

5、《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65页

        鲁迅所说的“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共
识。然而，不论当年的读书人在心态上多么向往“世界”，一到“现实政治”的领域，他们得到的教
训往往是“世界”的确是一个外在的区域。而中国在世界之外的“现实”也凸显了“中国”与“世界
”的对立，使“世界人”的认同和世界主义的向往日益趋于虚悬、可望而不可及，造成相当一部分曾
经的世界主义追随者明确转向民族主义。

6、《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18页

        這種愛國思想的宣傳，並非僅以少數知識精英為對象。··········在清末民初賑災、
國民捐、抵制外貨、戒煙與爭回權利等一連串大規模社會運動中，便往往有許多工人、貧民、婦女，
乃至乞丐、妓女等下層民眾的熱烈參與。

7、《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63页

        ····一样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他甚至愿意中国先以西化的方式加入世界，然后再思考
东方未来文化的“翻身”问题。这基本上仍近于梁启超等人的一贯思路，即先顾及民族国家的现实，
然后再说世界大同之理想。只不过尊西趋新的新文化人是为了“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向往西方文
化，而梁漱溟等则是为了将来“东方文化的翻身”而不能不先“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8、《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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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制政體而外，傳統家族制度，也被銳意革新的晚清知識份子視為阻礙國人自進為“國民”的一
大絆腳石。

9、《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46页

        的确，清季民初的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
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很多时候可以说就是
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世界大同。

10、《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笔记-第371页

        中國需要追求兩方面的主權地位：一、對外主權：即國對國的對等權力；二、對內主權：即對既
定領土的完全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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