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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章合论》

内容概要

《康章合论》家以史学家深刻的学术功底，考察了思想更替时代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和章炳麟为核心的
近代思想。康章二人对思想界影响深远，作者从思想的角度再现历史，颇具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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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章合论》

精彩短评

1、您之“自由主义”是何时的自由主义？ 呵为“窠臼”？
2、好书，真是好书。从齐物解释章太炎，对章太炎多元主义的界定应该都是当时新论，近三十年前
的书。标签应该加上“八十年代”。
3、　　可惜篇幅太短。康章二人思想本属极杂芜、极散逸者，又遇近世论敌和“盟友”的多方附会
和扭曲，要想梳理一二绝属艰难。汪荣祖先生以对比的方法勾勒（而不是爬梳），虽然可以织成一二
线索，却难免失去精致，尤其对背景缺失之学生，要想理解本佳作，恐怕得做好很多史料作业。
4、此书当细读，并随着眼界之开阔而再读
5、两星半
6、萧公权的学生。平心而论，无甚发明。
7、书的内容主要是对康有为、章太炎这两位国学大师的思想进行论述与解析，更具体来讲主要是政
治思想。汪先生旁征博引，通过大量的史料对二人思想的“本来”面目进行了还原，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 
8、厘清了康有为和章太炎思想的旨归：前者借儒以证人类共识，后者援释解庄以平各见，俱为有大
见识也！
9、简洁精辟
10、荣氏此书，以小容量划清彼人对康章的不同理解，还见功力！
11、有点失望。
12、试图从二人各自的思想体系来一以贯之地理解他们。又见一个章太炎的粉，并把V5的《齐物论释
》解释为文化多元论。喜欢康有为的人大概会认为作者没能理解康的深邃吧？而且作者应该是低估了
经今古文的幽灵~【不大理解章为何对韩非、王充评价很高。
13、学术史
14、比看金庸还快⋯⋯
15、力為翻案，表彰二人之當代價值。
16、分析类思想史的典范之作
17、独创性不高，但有内涵
18、简单粗暴的思想比较史研究。康笃信普世价值，并以三世学说指导其渐进式改革，以致于往回君
主立宪制；章则为文化多元论者，在新文化浪潮中强调传统文化以致于被扣上保守派的帽子。观点颇
有趣。
19、　　这本书的篇幅不大，但质量很高。
　　
　　
　　书的内容主要是对康有为、章太炎这两位国学大师的思想进行论述与解析，更具体来讲主要是政
治思想。汪先生旁征博引，通过大量的史料对二人思想的“本来”面目进行了还原，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
　　
　　
　　先生认为康、章两位国学大师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讲都并非保守，他们二人均是清末思想解放运动
的旗手，是思想界大破大立中的弄潮儿，但他们的思想实质是不同的。
　　
　　
　　康为文化一元论者，他的公羊三世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类似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长素之所以反对革命是由于中国由“据乱世”到“升平世”需要的是君主立宪，而非民主共和。
康属于典型的以理论指导实践，在此前提之下，康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践行他的思想，而由此给自身
带来的负面评价（如保守、顽固）等也就不可避免。汪先生指出康有为思想的实质是要在中国进行渐
进式的改革，他绝非是像世人所言那样，是个拥护帝制的老顽固。
　　
　　而章则为文化多元论者，他的国粹主义也决不是不求进步的保守与复古。恰恰相反，章先生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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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章合论》

推崇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他只是由于看到中国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摇摇欲坠，而感
到心急如焚。他指出人类社会进步的共性与各国文化的个性并不冲突，这就要在保持中国人民族性的
基础上进行革命，章先生认为中国决不可不加变动地照搬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要因地制宜，这
实际上是力图进行中国特色的革命，他的这些观点也是对清末民初时期全盘西化思潮的一种强有力的
回击。但很不幸，由于时代所致，章先生同样被大部分人认为是传统守旧派的代表，扣上了顽固不化
的帽子。
　　
　　
　　此书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读后受益匪浅。
　　
　　
20、历史，你不去了解，再重大的人或事，都会是一片空白。想不到康章二人在清末民初的思想史上
有这么大的影响，拜读了。2016.4.30
21、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王荣祖的作品，比较老了，但是的确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然有其新鲜
意义。让我们看到两个不同于大陆已经定论的新的人物形象。
22、挺好的，不过记忆力越来越差了，读过了就忘了。
23、文本本身简洁流畅，但汪氏的识见实在不高明。
24、15/01/21
25、曾经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他们留下的遗产仍会持续数百甚至数千年。
26、深刻，中肯。
27、康有为在楼主笔下就是一个二货，论述分析显然没有承接楼主先师的功力，太简单了吧。
28、　　汪荣祖之作，将康有为与章太炎之别视为“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差异，骨子里是柏林式
的简浅，章太炎似乎成了柏林笔下的浪漫派。
　　
　　另外，对中国革命之理解颇入自由主义之窠臼。
　　
　　
29、相当冷静、中肯；再次确认太炎先生是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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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章合论》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的篇幅不大，但质量很高。书的内容主要是对康有为、章太炎这两位国学大师的思想进行
论述与解析，更具体来讲主要是政治思想。汪先生旁征博引，通过大量的史料对二人思想的“本来”
面目进行了还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先生认为康、章两位国学大师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讲都并非保守
，他们二人均是清末思想解放运动的旗手，是思想界大破大立中的弄潮儿，但他们的思想实质是不同
的。康为文化一元论者，他的公羊三世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类似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长素之所以反对革命是由于中国由“据乱世”到“升平世”需要的是君主立宪，而非民主共和。
康属于典型的以理论指导实践，在此前提之下，康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践行他的思想，而由此给自身
带来的负面评价（如保守、顽固）等也就不可避免。汪先生指出康有为思想的实质是要在中国进行渐
进式的改革，他绝非是像世人所言那样，是个拥护帝制的老顽固。而章则为文化多元论者，他的国粹
主义也决不是不求进步的保守与复古。恰恰相反，章先生极力推崇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他只
是由于看到中国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摇摇欲坠，而感到心急如焚。他指出人类社会进步的共
性与各国文化的个性并不冲突，这就要在保持中国人民族性的基础上进行革命，章先生认为中国决不
可不加变动地照搬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要因地制宜，这实际上是力图进行中国特色的革命，他
的这些观点也是对清末民初时期全盘西化思潮的一种强有力的回击。但很不幸，由于时代所致，章先
生同样被大部分人认为是传统守旧派的代表，扣上了顽固不化的帽子。此书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给人
耳目一新的感觉，读后受益匪浅。
2、汪荣祖之作，将康有为与章太炎之别视为“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差异，骨子里是柏林式的简
浅，章太炎似乎成了柏林笔下的浪漫派。另外，对中国革命之理解颇入自由主义之窠臼。
3、首先声明，不佞对康章皆无研究，所论完全立基于此书。史学分义理与考证。康南海无疑属前者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其明证；章太炎斥甲骨、反白话、袭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
，自证其钱大昕属性。民国以后二人皆被目为「保守、顽固」之人，然察其本质：南海实为一身披「
国粹」外衣之「欧洲中心论」者；太炎则一身披「国粹」外衣之「文化相对主义」者。察之政治思想
，南海迹近「理性主义」信徒；太炎却似「经验主义」拥趸，更有「政治法律来自习惯」语。然太炎
反美式政体、反法式政体、亦反代议制，执意要走中国特色道路。相较之下，南海之先验理性更近光
荣正确。南海见耶教-教皇于社会进步之功甚，歆羡不已；然立孔教之举，终至失败。南海之立孔教，
本意与今日之姚中秋等「儒宪派」同（或曰：秋风与南海同）。而今日儒宪派处境比之康南海时代，
更缺少可立基之土壤，结局则更不言而喻。

Page 5



《康章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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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