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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的传统》

精彩短评

1、前两部分算扫盲了。作者的文笔很好，简直是一部思想演义史。
2、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
3、　　公元1995似乎是专门用作纪念的一年。媒体和公众喧嚣的是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和一个世纪
前一种叫电影的东西的发明。在中国，尤其是在广东，好象没有多少人记得一百年前，曾经有两个来
自广东的举子，在清帝国首都北京发动了一次有十八省举人参加的运动，史称“公车上书”。更没有
多少人知道，伴随着这次标志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事件，全新的一页历史被
掀开了。惊涛怒潮般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就从这里发轫。
　　    没有法子，在这样一个连思想本身也成了一种奢侈的年代。
　　    好在，于这样的寂寞里，还有这样一本广东青年学者写的书寂寞地躺在广州某些书店的架上，
久久凝视着这段寂寞的历史。
　　    如《导言》里所说，《被解释的传统——近代思想史新论》的重点不在描述，而在解释，“试
图揭示的是近代传统的形成。”然而在进入本书的文本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问题：何谓传统
？
　　    按我们惯常的理解，近代思想正是以对传统的全面反叛和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为开端的，“此
实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价值系统的重建则几经反覆，迄今仍未完成。因此，我们在讨论“传统
与现代”时，仍然不能超越一百年前的起点，即“传统”被专门用以指称近代以前的整个历史文化，
而自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的流变，完全是以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思潮为主导，不管那是民主科学还是
马列主义。
　　    《被解释的传统》的作者们显然不这样看。《导言》指出：传统应该被看成过程而不是实体，
其特征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传统如同长河，河床和河流，分别代表思想传统中的形式和内容，越
深层的思想越具有普遍性，也就越具有形式感。所谓对传统的反叛或守护，往往针对的只是奔涌而去
的河流。而这种反叛或守护，恰恰正是在创造着新的传统。这一将思想分层的观点表明，“彻底地反
传统是不可能的”。
　　    长河图式印上了书的封面，同时也确立了这本书的视角。在“古经新解”、“佛法入世”、“
西潮东卷”三大编中，作者们由“思想活动在传统提供的舞台上”的观点出发，分别就近代思想的三
个源头──经学、佛学、西学在近代中国的衍生流变及其原因、影响进行探讨，“阐释了整个近代思
想变迁的逻辑行程。”
　　    作者们自认为这本书“不同于编年史或思想家评传，而更像史论”。近代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对
传统的重新解释，而他们则要解释近代的思想传统（书名应该是有这样的两重意义）。书的字里行间
时时闪烁着作者鲜明的见解，如对近现代知识分子过分急功近利的叹惋，对传统价值陷落导致精神文
化漂泊无根的忧虑，以及对前辈学人“不得已”处境的体谅等等。
　　    对近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爬梳抉微是近年的学术热点之一。其中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基于面
对历史的惊异和愧怍：整整一个世纪，蓦然回眸，我们并没能比我们的前辈们进步多少，他们的著作
并未像鲁迅所希望的那样“速朽”，他们遗下的困惑依然存在，他们的见识我们依然无法从总体上超
越，而时间是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已经拥有了五千年历史的我们，还有多少个一百年可以用来期待？
　　    更让我不安的是，为近代中国思想贡献了南海、任公这样的伟大人物的岭南，却没有对这个问
题表现出应有的关注。一个经济超前的地域决不应该把放弃思想视为当然的代价，甚至为此沾沾自喜
。这是我推荐《被解释的传统》的最大原因，虽然阅读它绝非一桩轻松好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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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惊涛怒潮般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就从这里发轫。没有法子，在这样一个连思想本身也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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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不在描述，而在解释，“试图揭示的是近代传统的形成。”然而在进入本书的文本之前，我们首
先必须弄清一个问题：何谓传统？按我们惯常的理解，近代思想正是以对传统的全面反叛和西方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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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不管那是民主科学还是马列主义。《被解释的传统》的作者们显然不这样看。《导言》指出：传
统应该被看成过程而不是实体，其特征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传统如同长河，河床和河流，分别代
表思想传统中的形式和内容，越深层的思想越具有普遍性，也就越具有形式感。所谓对传统的反叛或
守护，往往针对的只是奔涌而去的河流。而这种反叛或守护，恰恰正是在创造着新的传统。这一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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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在“古经新解”、“佛法入世”、“西潮东卷”三大编中，作者们由“思想活动在传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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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处境的体谅等等。对近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爬梳抉微是近年的学术热点之一。其中一个原
因在我看来是基于面对历史的惊异和愧怍：整整一个世纪，蓦然回眸，我们并没能比我们的前辈们进
步多少，他们的著作并未像鲁迅所希望的那样“速朽”，他们遗下的困惑依然存在，他们的见识我们
依然无法从总体上超越，而时间是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已经拥有了五千年历史的我们，还有多少个一
百年可以用来期待？更让我不安的是，为近代中国思想贡献了南海、任公这样的伟大人物的岭南，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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