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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现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出版后在台湾、香港学术界反响
强烈，许多知名学者撰文评介，称其展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
气”，是“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大陆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被人誉为“不能
忽视的中国经典”。
作者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探讨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国文化，对“中西
文化论争”这个问题的探索具有比大陆同等所不具备的视野。
书中采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及逻辑分析的方法，可谓中西合璧。
按照作者自己在本书序言中的说法，本书欲在“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
应”的基础上，“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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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是哲学家金岳霖的学生，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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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广州行商通知前来交涉商务的律劳卑，说是明天有三位中国官
员来访。
到第二天，官员三人来到商馆。
通事依照习惯，把官员的座位陈列在上面。
但是，这位律劳卑把座位改为西方国家会议的形式。
于是，为了这个问题，双方争执起来。
这三位官员站立门外两个钟头之久，才肯让步进屋就座。
在这一连串的通商交涉中，英国人处处要求地位平等，而中国天朝硬是处处要显得比“英夷”高出一
等。
嘉庆皇帝说英国“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
两国的世界观没有碰头！
鸦片战争爆发。
一八四二年八月十日，英国舰队经镇江西上，南京已经暴露在英国炮口之下了，道光皇帝才知道中国
的“兵威”不可靠，方允准耆英等人与“英夷”议和的奏请。
但同时他又装腔作势地说：“万一仍不受抚，不得不大张挞伐，奋力攻剿。
”又说：“⋯⋯如情词恭顺，再遣职分较大之员，速行定议。
倘竟桀骜不驯，难以理喻，现在兵力已集，地险可守，全在该大臣等激励将士，或竟出奇制胜，懋建
殊勋，该大臣之功甚伟也。
”仗是败得一塌糊涂，但是观念还是胜利的！
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之役以后，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的使馆在北京设立。
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觐见”问题。
为了这个问题，朝廷大臣辩论三个月。
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主张对外使“陈兵以惧之”。
同治皇帝不能决断。
边宝泉奏请“皇上独伸干断，以不见拒之。
并谕中外大臣严设兵备，以崇朝廷尊严之体，以杜外夷骄纵之萌”。
外使入觐还有仪节问题，外使不肯行跪拜叩首之礼。
翰林院编修吴大潋说：“我国定制从无不跪之臣。
”在他心目中，还认为这些外使是“贡臣”那一类的代表。
既然如此，如果他们对咱们上国皇帝不行跪拜叩首礼，那么不仅是破坏“列祖列宗所遗之制”，而且
会使普天臣民愤懑不平。
 既然中国不以平等视外国，于是，如前所述，直到一八六一年被迫刨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
中国没有近代西方意义的外交。
在这以前，中国对外只有“抚夷”与“剿夷”两种观念。
除此以外，一般中国文化分子的思绪因被“上国思想”所蒙，想不出对外的第三种可能方式。
 我们在这里所说中国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之内涵与莱特（Arthur F.Wright）所说十九世纪中国文明之自
我影像是相同的。
他说这种影像是中国文士所塑造成的。
在他所作的分析中，下列几点颇值得我们注意： 1.中国广土众民并且是位居平地中央的国家，上覆穹
苍。
 2.中国不独在地理上位于地球中央，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
 3.中国是政治的中心。
万方来朝，四夷宾服。
 4.中国物产丰饶，经济自足，无待外求，所以也就少与人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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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好古，并且圣化自己。
中国的道德原则对于一切人民都有效。
古圣先贤的言行堪足为后世法。
好古是第一要务。
 近五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巨大的变动。
在这几次变动里，有许多旧的事物随着小脚、长辫和八股文之消逝而消逝了。
可是，这种世界观依然故我，它常改头换面在许多场合出现。
即令它早已与实际的事情不符，可是它仍然存在于若干中国文化分子的观念中。
因为，这样的世界观的建立，不是靠客观的事实来支持，而是靠主张者的自信力，靠往昔文化上的傲
慢惯性来支持，靠筑起一道价值的围墙挡住外来的挑战来支持。
当灾害、动乱和变革临头，危及这样的世界观时，这些知识分子就撒出一套现成的“理论”，说这是
历史循环过程中“暂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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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的展望》采用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及逻辑分析的方法，讨论近
代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
作者的视野开阔，具有世界的眼光，在分析中国文化时总是把‘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待
，同时，殷海光在此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普世标准，作为
不同文化的共同底线。
这个普世标准就是而且应该只停留在制度层面，即民主自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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