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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危机》

内容概要

这本书《中国意识的危机》出版于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经典著作。它提出的一个
关于“五四”还有新文化时期的诠释，跟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一样，被认为是一个很经典
的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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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危机》

作者简介

林毓生（Yu-sheng Li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
林毓生，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省龙口）。七岁时移居北京（当时称作北平），先后毕业于北师
附小、北师附中。14岁时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获台湾大学历史系文学士。1960年赴美深造，芝加
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1969年至1970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1970年开
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
林毓生教授的著作主要有：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1986），（该书中译
本《中国意识的危机》于1988出版）、《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988）、《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
》（1989）、《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合著，1994）、《从公民社会谈起》（预定2007年出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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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危机》

书籍目录

著者弁言
增订再版前言
序           【美】本杰明·史华慈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上）
一、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
二、袁世凯·张勋·传统的滥用
第三章   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下）
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现代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根源
第四章  陈独秀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
二、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来龙去脉
三、论据
第五章  胡适的假改革主义
一、胡适的思想模式
二、从改革主义到“改革主义”
三、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
第六章   鲁迅意识的复杂性
一、一个分析范畴与早期关心的问题
二、全盘性反传统思想与《狂人日记》
三、《阿Q正传》
四、学术的·文体的·个人的·美学的
五、隐示的意识层次
六、鲁迅思想的特征【增补】——兼论其与中国宇宙论的关系
第七章  结论
后记
附录1     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义【增补】——对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证的省察
一、前言
二、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缘起，两派的基本立场及对“科学方法”的共同误解
三、胡明复对于科学方法的看法
四、胡适的“科学主义”
五、传统中国文化结构的崩溃与中国有机式世界观在现代发生的影响
六、“科学主义”对现代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的阻力
附录2    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补】——兼论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
附录3     中国人文的重建【增补】
一、什么是人文？
二、中国人文内在的危机：权威的失落
三、了解外国文化之不易：以检讨对西方“理性”与“民主”的浮泛之论为例
四、评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形式主义的谬误的进一步说明
五、人文重建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比慢”
六、人文重建所应持有的观念：“特殊”与“具体”
七、对“新批评”的批评——谈人文研究的另一个基本观念：注重思想
八、如何注重思想？
附录4    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写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译本问世之际       崔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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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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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危机》

章节试读

1、《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笔记-第10页

        但他们（指陈独秀、胡适、鲁迅）以全盘拒斥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
和政治变革的根本前提。因此，理解“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全盘性问题，是无法从心理学、政治学的
或社会学的一般化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这是一个史学问题，必须根据20世纪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变化
及其连续性——这一辩证的、更为广阔的来龙去脉——来进行考察，正是这种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
才是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

2、《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笔记-第16页

        无论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求变的观点，或者当时所采纳的西方自由主义的
与西方科学的思想和价值，都不能用来解释五四反传统运动的全盘性，虽然上述的因素都是这一现象
的概括的背景因素。对于这一现象的特殊性质的根源，我们必须从深入人心的历史力量和当时政治事
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寻求，因为这种相互作用对反传统主义者本身曾起过决定性的影响。

3、《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笔记-第257页

        林毓生把思考的意向引向整个民族的生存：“在鲁迅面前等着他去做的基本工作是：透过思想与
精神革命去治疗中国人的精神的病症。然而，一个在思想与精神上深患重病的民族如何能认清它的病
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与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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