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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这是我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一九二○—一九二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作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一）、《乡村建设理论》（作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而后之第四本书。
先是一九四一年春间在广西大学作过两个月专题讲演。
次年春乃在桂林开始着笔。
至一九四四年陆续写成六章，约八万字，以日寇侵桂辍笔。
胜利后奔走国内和平，又未暇执笔。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从南京返来北碚，重理旧业，且作且讲。
然于桂林旧稿仅用作材料，在组织上却是重新来过。
至今——一九四九年六月——乃告完成，计首尾历时九年。
前后四本书，在内容上不少重见或复述之处。
此盖以其间问题本相关联，或且直是一个问题；而在我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
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
特别第四是衔接第三而作，其间更多关系。
所以追上去看第三本书，是明白第四本书的锁钥。
第三本书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
内容分上下两部：上半部为认识中国问题之部，下半部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部。
——因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先认识此一问题。
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
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
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
现在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
于此见出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
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
明白。
什么“社会发展史”，什么“文化哲学”，我当初都未曾设想到这些。
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这正是中国人的短处），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
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
之一点心得。
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
概念。
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
我的家庭环境和最挨近的社会环境，都使我从幼小时便知注意这问题。
我恍如很早便置身问题之中，对于大局时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
虽在年逾半百之今天，自叹“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
”。
然我却自幼即参加行动。
我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座谈。
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
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就在为中国问题而劳攘奔走之前若后，必有我的主见若心得。
原来此一现实问题，中国人谁不身预其间？
但或则不著不察；或则多一些感触，多一些反省。
多感触多反省之后，其思想行动便有不得苟同于人说我今日见解思想，一切产生于问题刺激，行动反
应之间，自是不错。
然却须知，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要义>>

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
于是就要叙明我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
。
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彻。
这样便不为现实问题之所囿。
自己回顾过去四十余年，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辗转起伏虽无一定，
而此牵彼引，恰好相资为用。
并且我是既好动而又能静的人。
一生之中，时而劳攘奔走，时而退处静思，动静相间，三番五次不止。
是以动不盲动，想不空想。
其幸免于随俗浅薄者，赖有此也。
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东西百家。
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
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一点的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
这是与专门治哲学的人不同处。
又当其沉潜于人生问题，反复乎出世与入世，其所致力者，盖不徒在见闻思辨之间；见闻思辨而外，
大有事在。
这又是与一般哲学家不同处。
异同得失，且置勿论。
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的为人行事。
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并眈玩于政治、经济、历史、
社会文化诸学。
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
究竟什么算学问，什么不算学问，且置勿论。
卒之，对中国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今日我的主张和行动。
所以“我无意乎学问”，“我不是学问家”，“以哲学家看我非知我者”⋯⋯如此累次自白（见前出
各书），在我绝非无味的声明。
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是怎样一个人？
便为我回答说：“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
如其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
”那便是十分恭维了。
这本书主要在叙述我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内容颇涉及各门学问。
初不为学者专家之作，而学者专家正可于此大有所资取。
我希望读者先有此了解，而后读我的书，庶不致看得过高或过低。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
继这本书而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
盖近几十年来政治上之纷纭扰攘，总不上轨道，实为中国问题苦闷之焦点。
新中国之建设，必自其政治上有办法始。
此无可疑也。
然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所以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
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
吾是以将继此而请教于读者。
一九四九年十月漱溟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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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要义》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
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
溟引向同一个中国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
文化。
对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
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
？
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
德”呢？
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
中国缺的是民主本身，还是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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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
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
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
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胜利后又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但心思之用更在于人生问题之研究
。
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终其一生。
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
人心与人生》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要义>>

书籍目录

重印《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自序　
第一章　绪论　
　一　此所云中国文化　
　二　中国文化个性殊强　
　三　试寻求其特征　
　四　参考佐证的资料　
第二章　从中国人的家说起　
　一　冯友兰氏的解释　
　二　反证冯说未尽是　
　三　文化之形成及其个性　
　四　阶梯观与流派观　
　五　申述夙见结束上文　
第三章　集团生活的西方人　
　一　中西社会对照来看　
　二　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三　基督教与集团生活　
　四　欧洲中古社会　
　五　近代社会之萌芽　
第四章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一　西人所长吾人所短　
　二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三　团体与家庭二者不相容　
第五章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一　何谓伦理本位　
　二　伦理之于经济　
　三　伦理之于政治　
　四　伦理有宗教之用　
　五　此其重点果何在　
第六章　以道德代宗教　
　一　宗教是什么　
　二　宗教在中国　
　三　周孔教化非宗教　
　四　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五　周孔之礼　
　六　以伦理组织社会　
第七章　理性——人类的特征　
　一　理性是什么　
　二　两种理和两种错误　
　三　中国民族精神所在　
第八章　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　
　一　何谓阶级　
　二　中国有没有阶级　
　三　何谓职业分途　
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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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之不像国家　
　二　国家构成于阶级统治　
　三　中国封建之解体　
　四　中国政治之特殊　
　五　西洋政治进步之理　
第十章　治道与治世　
　一　中国社会构造　
　二　向里用力之人生　
　三　中国文明一大异彩　
　四　士人在此之功用　
　五　治道和治世　
第十一章　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一　周期性的乱　
　二　不见有革命　
　三　产业革命之不见　
第十二章　人类文化之早熟　
　一　中国何故无民主　
　二　人权自由之所以不见　
　三　民治制度之所以不见　
　四　人类文化之早熟　
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后之中国　
　一　由此遂无科学　
　二　长于理性短于理智　
　三　陷于盘旋不进　
　四　中国文化五大病　
第十四章　结论　
　一　讨究特征之总结　
　二　民族性之所由成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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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绪.论一  此所云中国文化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工生产。
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
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社会之治安，必依靠于社会之有条理有秩序而后可。
那么，所有产生此治安此条理秩序，且维持它的，如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
庭警察军队等，亦莫不为文化重要部分。
又如吾人生来一无所能，一切都靠后天学习而后能之。
于是一切教育设施，遂不可少；而文化之传播与不断进步，亦即在此。
那当然，若文字、图书、学术、学校，及其相类相关之事，更是文化了。
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
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
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然则，若音乐戏剧及一切游艺，是否亦在吾人生活所依靠之列？
答：此诚为吾人所享受，似不好说为“所依靠”。
然而人生需要，岂徒衣食而止？
故流行有“精神食粮”之语。
从其条畅涵咏吾人之精神，而培养增益吾人之精力以言之，则说为一种依靠，亦未为不可耳。
此云中国文化，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别于外来的文化而言；这亦就是特指吾中国人素昔生活所依
靠之一切。
文化本从传递交通而有，于此而求“自有”“外来”之划分，殆不可能。
不过以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国所受变于西洋者太大，几尽失其故步，故大略划取未受近百年影响变
化之固有者目为中国文化，如是而已。
又文化无所不包，本书却不能泛及一切。
中国既一向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这里亦特就其社会人生来讨论，如是而已。
二.中国文化个性殊强从文化比较上来看，中国文化盖具有极强度之个性，此可于下列各层见之：一、
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
反之，如日本文化、美国文化等，即多从他受也。
二、中国文化自具特征（如文字构造之特殊，如法学上所谓法系之特殊，如是种种甚多），自成体系
，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
本来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无不有差异，亦无不有类同。
自来公认中国、印度、西洋并列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者，实以其差异特大而自成体系之故。
三、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
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
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四、从中国已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
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
五、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
此谓中国文化非惟时间绵延最久，抑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由中国文化形成之一大单位社会，占世
界人口之极大数字）。
六、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二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
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
七、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
北至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
其邻近如越南如朝鲜固无论；稍远如日本如暹罗、缅甸等，亦泰半依中国文化过活。
更远如欧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有中国之甚大影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要义>>

近代文明肇始于十四五六世纪之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实得力于中国若干物质发明（特如造纸及印刷
等术）之传习，以为其物质基础。
再则十七八世纪之所谓启蒙时代理性时代者，亦实得力于中国思想（特如儒家）之启发，以为其精神
来源。
[1]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中国文化因外来文化之影响而起变化，以致根本动摇，皆只是最近一百余年
之事而已。
三.试寻求其特征我们于此，不禁地愿问：何谓中国文化？
它只是地理上某空间，历史上某期间，那一大堆东西吗？
抑尚有其一种意义或精神可指？
从上述［1］参看朱谦之著《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文化个性之强来说，颇使人想见其植基深厚，故而发挥出来的乃如此坚卓伟大；其间从本到末，
从表到里，正必有一种意义或精神在。
假若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指点出来，使大家洞然了悟其如是如是之故，而跃然有一生动的意义或精神
，映于心目间？
——本书《中国文化要义》就想试为进行这一工作。
我们工作的进行：第一步，将中国文化在外面容易看出的，常常被人指说的那些特异处，一一寻求而
罗列起来。
这种罗列，从最著者以次及于不甚重要者，可以列出许多许多。
尽不必拘定其多少。
不过，当你罗列之后，自然便看出某点与某点相关联，可以归并；某点与某点或竟为一事。
如此，亦就不甚多了。
第二步，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它的来由。
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
其他特点，假如因之而亦得解答，即再进而推及其他。
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见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
特征；那就是寻到了家。
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这不过大致计划如此，其余曲折，随文自详于后。
本书着笔于抗战之第五年（一九四一）。
我们眼看着较后起的欧洲战争，几多国家一个接一个先后被消灭，真是惊心；而中国却依然屹立于其
西部土地上。
论军备国防，论经济、政治、文化种种力量，我们何曾赶得上那些国家？
然他们或则几天而亡一个国家，或则几星期而亡一个国家，或则几个月而亡一个国家；独中国支持至
五年了，还未见涯涘。
显然对照出，不为别的，只是中国国太大而他们国嫌小而已。
国小，没有退路，没有后继，便完了。
国大，尽你敌人战必胜攻必取，却无奈我一再退守以后，土地依然甚广，人口依然甚多，资源依然甚
富。
在我还可撑持，而在敌人却已感战线扯得太长，时间拖得太久，不禁望洋兴叹了。
平时我们的国大，自己亦不觉；此时则感触亲切，憬然有悟。
这自是祖宗的遗业，文化的成果，而后人食其福。
但细想起来，食其福者亦未尝不受其累。
中国之不易亡者在此，中国之不易兴或亦在此。
譬如多年以来中国最大问题，就是不统一。
假如中国只有广西一省这般大，不是早就统一了吗？
局面太大了，领袖不易得人。
可以为小局面领袖者，在大局面中未必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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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令其人本质上能行，而机缘会合资望养成亦倍须时间，大非易事。
且人多则问题多，局面大则问题大。
一处有问题，全局受影响；中枢不就绪，各处难进行。
尤其可注意者，在小团体中，每一分子可觉知他的责任。
团体愈大，则团体中每一分子的责任感觉愈轻微；团体太大了，浸至于无感觉。
一个大家庭的人，易于懒散；一个大家庭的事，易于荒废，就是为此。
反之，一小家人就很容易振作。
若分析之，又可指出两面：一面是感觉力迟钝；一面是活动力减低。
从前广西有两年战乱遍全省，而在北京只我们和广西有关系的人知道，大多数人则无闻无睹。
当东北四省为敌人侵占，邻近各省受到威胁，尚时时有所感觉；远处南方各省便日渐淡忘，而无所觉
。
这都是国太大，人们感觉迟钝之例。
有时感觉到问题了，而没有解决问题的勇气与兴趣；或者一时兴奋，奔走活动而不能持久；则皆为活
动力贫乏之证。
犹如力气小的人，望着千钧重担不作攘臂之想；或者攘臂而起，试一试，终于废然。
须知奔走活动，不怕遇着人反对，而怕得不到什么反应。
得不到什么反应，便不想再干。
在太大的国度内如中国者，却每每是这样。
国大，既足为福，又足为祸，必不容等闲视之；其所以致此，亦必非偶然。
吾人正可举此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特征，而加以研究。
往日柳诒徵先生著《中国文化史》，就曾举三事以为问：中国幅员广袤，世罕其匹；试问前人所以开
拓此抟结此者，果由何道？
中国种族复杂，至可惊异。
即以汉族言之，吸收同化无虑百数；至今泯然相忘，试问其容纳沟通，果由何道？
中国开化甚早，其所以年禩久远，相承勿替，迄今犹存者，又果由何道？
此三个问题，便是三大特征。
再详言之：一、广土众民[1]，为一大特征；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为一大特征；三、历史长久，
并世中莫与之比，为一大特征。
从以上三特征看，无疑地有一伟大力量蕴寓于其中。
但此伟大力量果何在，竟指不出。
如吾人所知，知识实为人类文化力量之所在；西洋人“知识即强力”（Knowledge is power）之言极是
。
中国文化在过去之所以见优胜，无疑地亦正有知识力量在内。
但中国人似非以知识见长之民族。
此观于其开化甚早，文化寿命极长，而卒不能产生科学，可以知道。
科学是知识之正轨或典范；只有科学，才算确实而有系统的知识。
只有科学，知识才得其向前发展之道。
中国人始终走不上科学道路，便见其长处不在此。
又如吾人所知，经济力量是极大的，今世为然，古时亦然。
然试问其是否在此呢？
无疑地中国过去之制胜于邻邦外族，正有其经济因素在内。
然说到经济，首在工商业，中国始终墨守其古朴的农业社会不变，素不擅发财。
如何能归之于经济力量？
然则是否在军事和政治呢？
当然，没有军事和政治的力量，中国是不会存在并且发展的。
不过尽人皆知，中国文化最富于和平精神，中国人且失之文弱；中国政治向主于消极无为，中国人且
亦缺乏组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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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竟说中国文化之力量，在于其军事及政治方面，似亦未得当。
［1］中国疆土为四百三十万平方英里，或一千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大于欧洲全土。
战前日本帝国面积，约为我百分之六；只我东北四省几已倍之。
中国人口，据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二年估计，为四万三千万人，居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
恰相反地，若就知识、经济、军事、政治，一一数来，不独非其所长，且毋宁都是他的短处。
必须在这以外去想。
但除此四者以外，还有什么称得起是强大力量呢？
实又寻想不出。
一面明明白白有无比之伟大力量，一面又的的确确指不出其力量竟在哪里，岂非怪事！
一面的的确确指不出其力量来，一面又明明白白见其力量伟大无比，真是怪哉！
怪哉！
即此便当是中国文化一大特征——第四特征。
几时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大约于中国文化要义亦自洞达而无所疑。
如我们所习闻，世界上人看中国为一不可解之谜。
这是自昔已然，而因此次抗战更又引起来的。
特别在好学深思的学者间，一直没有改变。
惜中国人身处局中，自然不易感觉到此，而浅薄的年轻人则更抹杀中国文化的特殊。
著者往年（一九三○）曾为文指出两大古怪点，指引不肯用心的人去用心。
两大古怪点是：一、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二、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现在即以此为第五及第六特征，稍说明于次。
先说关于宗教一点。
中国文化内宗教之缺乏，中国人之远于宗教，自来为许多学者所同看到的。
从十七八世纪，中国思想和其社会情状渐传到西洋时起，一般印象就是如此。
直至最近，英国罗素（B. Russell）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特点，[1]还是说中国“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
宗教”，为其中之一。
固然亦有人说中国是多宗教的；[2]这看似相反，其实正好相发明。
因为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今既说其宗教多而不一，不是证［1］罗素在其所著《中国之问题》一书中
，论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有三：（一）文字以符号构成，不用字母拼音；（二）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
宗教；（三）治国者为由考试而起之士人，非世袭之贵族。
［2］参看王治心编《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华书局出版。
明它并不统一于一宗教了吗？
不是证明宗教在那里面恰不居重要了吗？
且宗教信仰贵乎专一，同一社会而不是同一宗教，最易引起冲突；但像欧洲以及世界各处历史上为宗
教争端而演之无数惨剧与长期战祸，在中国独极少见。
这里宗教虽多而能相安，甚至相安于一家之中，于一人之身。
那么，其宗教意味不是亦就太稀薄了吗？
自西洋文化之东来，国人欲以西洋军备代替过中国军备，欲以西洋政治代替过中国政治，欲以西洋经
济代替过中国经济，欲以西洋教育代替过中国教育⋯⋯种种运动曾盛起而未有已；独少欲以西洋宗教
代替中国宗教的盛大运动。
此正为中国人缺乏宗教兴味，且以宗教在西洋亦已过时之故。
然由此不发生比较讨论，而中国无宗教之可异，乃不为人所腾说，则是一件可惜的事。
关于此问题，第六章将予讨论，这里更不多及。
次言中国文化停滞不进，社会历久鲜变一点。
这涵括两问题在内：一是后两千年的中国，竟然不见进步之可怪；再一是从社会史上讲，竟难判断它
是什么社会之可怪。
因为讲社会史者都看人类社会自古迄今一步进一步，大致可分为几阶段；独中国那两千多年，却难于
判它为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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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问题自有分别，事情却是一件事情。
兹分别举例以明之。
例如冯友兰氏述《中国哲学史》，上起周秦下至清末，只划分为两大阶段。
自孔子到淮南王为“子学时代”，历史时间不过四百余年，自董仲舒到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历史
时间长及二千余年。
即中国只有上古哲学及中古哲学，而没有近古哲学，因为近古时期所产生的哲学，和中古的还是没大
分别；尽管二千多年之长，亦只可作一段算。
西洋便不然。
近古哲学中古哲学不惟产生时代不同，精神面目亦异。
这是中国没有的。
冯氏并申论：中国直至最近，无论任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
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及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
[1]此即前一问题之提出。
所谓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是说历史时间入了近古，而中国文化各方面却还是中古那样子，没有走
得出来，进一新阶段。
这种停滞不进，远从西汉直至清末，首尾有二千年以上。
往时严几道先生所译西洋名著中，有英人甄克斯《社会通诠》一书，算是讲社会发展史的。
大致说人类是由图腾社会而宗法社会，由宗法社会而军国社会；至于拂特（封建）则为宗法与军国间
之闰位。
严先生根据其说来看中国，第一便感觉到长期停滞之可怪。
他在译序中说：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
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与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
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田，燔诗书，坑儒士，其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
之势。
此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
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
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
独自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然则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
其次，他便感觉到难于判断中国究在社会史上哪一阶段。
他只能说：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
［1］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第四九五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即后一问题之提出了。
后一问题之提出，实以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之一期间最为热闹。
有名之中国社会史论战即在此时，论战文章辑印至四巨册，而其余专著及散见者尚多。
这是出于讲社会史的更有力的一派——马克思派之所为。
盖当国民党军北伐之后，革命理论发生争执，要追问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方可论定中国革命应该是
什么革命。
因为照马克思派的讲法，若是封建社会便当行资产阶级革命；若是资本社会便当行无产阶级革命。
从乎前者，则资产阶级为革命主力；从乎后者，则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
一出一入之间，可以变成相反的主张。
又非徒作历史学问研究，而是要应用于现前实际，关系真是太大。
但中国究竟是什么社会呢？
却议论不一，谁都认不清。
从遥远在莫斯科指挥中国革命的第三国际，直到国内的共产党国民党一切革命家，聚讼不休，以此分
成壁垒，演为派别。
于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编辑者王礼锡氏，就有这样说话：自秦代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历史，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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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一段谜的时代。
这谜的一段，亦是最重要的一段。
其所以重要者，是因为这一个时代有比较可征信的史料，可凭借来解答秦以后的历史；并且这是较接
近现代的一段；不明了这一段，便无以凭借去解释现代社会的来踪。
这一段历史既是把握中国历史的枢纽，却是这个时代延长到二千多年，为什么会有二三千年不变的社
会？
这是一个迷惑人的问题。
多少中外研究历史的学者，迷惘在这历史的泥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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