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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中国人》

前言

　　《传统与中国人》一九八七年由北京三联出版，后来香港三联和台湾人间出版社也相继印行，十
二年之后的一九九九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再次印行。在安徽版里，我们都分别写了简短的“再版后
记”。事隔三年，承蒙牛津大学出版社好意，在出版我们合著的另一新著《罪与文学》的同时，愿意
再版此书。旧著能够一再重版重印，当然是作者乐意见到的事情，但是，它也增加了作者的责任，使
得作者有义务向读者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自己原来的论题有没有改变和修正，有没有进一步的补充
。我们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让我们有机会重拾那段十多年前的思考，谈谈我们今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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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中国人》

内容概要

“重估价值”是“五四运动”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当年的文化先驱们站在传统的外面，反思、重新
评价传统，对传统抱有激烈的批评，“反传统”是其标签，而今视之，孰是?孰非?又孰解?
全书在深邃而又犀利的批判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沿着“五四运动”新思潮的体系深入，系统而全面地
梳理传统与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重新审视古典传统中的礼治秩序、主奴根性、道德意识、天朝心态
等等，意在从中探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最核心的问题：文化的深层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全书于繁复的史料中洞幽发微，于看似荒谬中条分缕析，常于看似不经意处有令人拍手叫绝之创见，
启人深思与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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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中国人》

作者简介

刘再复
　　一九四一年生于福建南安，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
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后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
学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著作有《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
中国文学》、《鲁迅传》、《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
、《放逐诸神》、《国无人》、《读沧海》、《漂流手记》  (十卷)、《红楼四书》(四卷)、《双典批
判》等四十几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译为英、韩、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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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中国人》

书籍目录

目录
牛津版前言
第一章 导论：“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设计
第一节 时代的逼迫：中华自我认识的开始
第二节 论争的归结：父辈文化应受审判
第二节 独特的思路：非文艺复兴运动
第四节 反省的弱点：启蒙性思索的短促
第五节 当代新儒学的迷失：传统理想主义
第二章 批判理性的成长
第一节 明末清初时期
第二节 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时期
⋯⋯
第三章　礼治秩序与主奴根性
第四章　寻求解脱的代价
第五章　道德的阴影
第六章　天朝心态
第七章　附论：鲁迅与中外文化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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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中国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设计　　第一节 时代的逼迫：中华自我认识的开始　　
我们原来计划共同著写一部《近代中国自我认识史》，但是，进入研究之后，才充分意识到工程的繁
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选择“五四”时期这个断面，带评论性地展示这个时期文化先驱者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兼顾这之前近代思想家们的见解，然后渗入我们的批评。我们先以这部论述性
的著作，与读者们作一次思想的交流，至于作“史”的愿望，只好留待以后了。　　中华民族自我认
识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我国尚没有科学意义上的
自我认识史。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民族才开始逐步结束自我陶醉的盲目状态，开始面对
自己一一面对自己的落后面和黑暗面，而认真地反省并形成认识自己的自觉历史运动。　　一个民族
，要认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而要认识自己的弱点和反省自己的黑暗面就更不容易，尤其是像中国这
样一个具有庞大的古文明系统的民族，那就加倍的艰难。如果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巨大“地震”，就很
难做到这一点。鸦片战争对于我国的确是一种“地震”在这次战争中，我国是正义者，但又是失败者
。巨大的失败，从根本上伤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并迫使我们的民族不得不考虑失败的原因。但是
，思考失败的原因并不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根本性的反省，更不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性弱
点会进行全面的理性的~tt,N和认识。那么，为什么鸦片战争之后，会导致我们的民族的自省和理性批
判呢?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1.鸦片战争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又给中华民族
带来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参照系。　　⋯⋯

Page 6



《传统与中国人》

精彩短评

1、刘再复
2、好评 好评 好评
3、书籍装帧用纸不错，排版令人舒服
4、跌跌撞撞读完这本书，就我个人而言理论性太强。谈国民性的书看了一些，感觉都是这个套路。
想想，当今国民性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只要国家依然开放，东西方文明不断交融，新的文化将造就
新的一代人！
5、这本书邮寄得很快，我看了以后很喜欢
6、很喜欢刘再复先生对五四精神的再诠释。
7、厚厚的一大本 完全出乎意料  本来以为是很少的呢  没想到那么多 有事非常喜欢的学术大腕
8、本书虽然归于刘再复作品名下，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是出自刘当年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林岗
之手。林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三十岁左右，加之受到整个八十年代重拾五四精神大旗思潮的影响，在
这本书里倾向于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现在再来看，很多观点非常偏激，且都为情绪之论。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这本书时隔二十多年后，在2010年由中信出版社再版，而此时，本书中视为真理标准的现代
性本身已经收到诸多质疑和批判，而当年大批传统文化的刘再复先生已远去美国，开始追思中国传统
的魅力与价值。个中滋味，读者自可领会。
9、老师推荐的～～比较有思想的一本书
10、21世纪   你不可不读刘再复   透过他的眼睛   叫你看清什么是中国人
11、让我们对我们国家的文化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老是有种感觉：作者说的，
正好也是我所想的。只是我没办法把它表达出来！！！
12、啊啊啊啊啊好开心我也超喜欢
13、对中国人的性格与精神面貌分析得很到位。
14、里面对五四的解读非常精彩，可配着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一起看
15、刘再复的一个缺点就是官话太多。
16、这个商品不错~很满意。书的质量很好啊，价格实惠！
17、再复先生的文章，每一篇都很精彩，写得很深刻，把历史和现实很好的结合起来，给人以思考的
余地。先生很多文中的观点，看起来普通，细细想来，确很深噢，令人遐想，回味无穷。值得好好品
读。
18、传统与中国人（”重估价值”是“五四运动”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反传统”是其标签，而今
视之，孰是?孰非?又孰解?）  。值得看。
19、很好，价格便宜，希望当当多一些活动
20、刘在复的文章有内容,需慢慢读!
21、空洞宽泛的时代作品，实在没有再版的必要。林岗写的部分更是前后矛盾，抒情的近乎肉麻。如
果民族性和国民性没有种族色彩的话，那么其立论所在何处？缺少了他者的民族性和国民性是否还能
成立？且其中部分论点与引文互相矛盾。徐光启的《海防迂说》的所谓实证精神归之于利玛窦的影响
，作者想当然的成分居多。把缠足归之于理学家的“倡导”也有点可笑。作者以五四继承人身份自居
，必要将仁义礼打倒在地，可所论仍不出五四论调，五四论调已是失之于浅薄，作者更是前后矛盾到
关公战秦琼的地步。作为学术史一环阅读尚可。
22、不错，值得看看，增加自身的修养！寄过来的时候很干净
23、不仅官话多，本身也挺烂的。
24、写的太差了，奶奶的
25、书很好，价格很实惠，很满意
26、对我还说，这本不是小说的书也像小说一样，拿起来读以后就不想放下了。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例
子为本书的论点作证，很丰富。书中论证的过程逻辑严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在娓娓道来中让人了
解了关于国人的“传统”，在我看来是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由来、变革和发展。让人有顿悟的感觉
。
27、在学校时读了这书，念念不忘，最近大概重翻了一遍
28、这是刘再复先生的少作，与其后来出版的思想者十八题中的观点已经有明显不同。刘先生当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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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中国人》

鲁迅影响极大，对于传统带有成见，所以书中主要是对传统的批判论调。实则鲁迅本来对传统就只是
一知半解，他的学问只在五朝学范围内，根本没有足够的学问去理解整个中国传统便在救亡的呼喊中
猛烈批驳了。不知对自己祖先敬畏温情者，才是奴性的民族，不知敬重高雅而狂以民粹者，也不是先
贤的后人。
当然，刘先生的一些批判是正确的，可以作为参照。但是在九十年来鞭挞传统的大势下，希望读者可
以先存敬畏先好好了解传统文化（诸如骂儒家维护专制这种观念简直荒谬至极，却时常出现，儒家和
法家，到底谁是虚君共和，谁是君主帮凶，诸位请明辨是非吧），再读这类生产在特定时代的特定书
籍吧。
我以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看待问题，最适宜者为台湾龚鹏程先生的书，霍韬晦先生也不错。推荐
。至于再复先生，他的思想者十八题也相当可观。
29、当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批判。
30、我觉得中国学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反思一下自己。内容写得很好，有观点、有深度、有价值。
31、刘再复，当年学术名流，今天更见其深刻。
32、理清了心中的困惑。
33、想一本书透彻理解中国传统与中国人，此书唯一选择。
34、切中肯綮
35、内容 不错，虽然是80年代写的，但仍然够深刻。特价时买的，比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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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中国人》

精彩书评

1、无意中在南图看到的, 便拿回来读.作者从五四运动入手, 站在鲁迅\胡适等五四时代巨人的思想高度
上, 尤其受鲁迅影响巨大, 以当代人眼光重新进入五四文化启蒙中去, 重新阐述与批判中国文化, 以期将
五四时代跨过那消退与断裂的黑暗时期而连接到当代, 从而让五四精神与文化反思在当代得以延续.历
史已证明中国文化有很多糟粕, 因此本书则就是提供一面镜子, 让你照照, 看看自己的文化跟不上时代的
在哪, 也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视角.作者的基调倾向于全盘否定中国文化, 至少感情是这样的, 所以不应该
被作者的感情牵着走. 作者说过传统道德与礼教对人的修身克己要求太多了, 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达到, 
所以普通大众在此严格道德礼教制度下又不能自己, 于是便会出现类似阿Q等的&quot; 时主时奴 &quot; 
的变态文化人格, 穿着道德礼教的外衣, 内心其实更加变本加厉的无道德无礼教.  倘若真能达到传统道
德礼教的要求, 则&quot; 内圣外王&quot;并非不可以 ,  从此方面讲, 是不是可以为吃人的礼教道德挽回
一些其本来面目呢?此外, 整体国民教育的普遍性也大大影响了传统道德礼教正能量所起到作用.再另外,
如果和钱穆先生的书一起来看, 其中正反评判肯定很有趣.
2、现在看一个八十年代的思想者写五四，很有启发性，非常值得一看，只打四星是因为距成书时隔
二十年，当时的很多看法现在看也有点偏激，包括作者也这么认为。本书写于思想界风起云涌的八十
年代，关于左与右、新儒家与西方所倡导的普世价值等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空前的讨论，
不论是这本书还是书中所探讨的问题，都是历史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与重复，两段历史
相互比较，也很有意思。个人认为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不在怎么评价五四，而是思考五四运动是怎样开
始的，在怎样的历史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是五四而不是别的，从中看出五四的必然性与局限性。
这本书不仅带领我们以新的角度看五四，看传统文化，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80年代主张民主进步、思
想解放的知识分子的激情与理想，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今天我们重读五四，不仅仅是为了回顾历
史，更是为了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八十年代的刘再复
比较中西文化，看到了植根于文化中的劣根性，梁漱溟也比较中西文化，得出的结论却是“在世界的
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将这两本书比较来看，别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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