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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的第七卷，主要探讨了在民族文化中处于比较核心地位的思想观念
的变化，内容包括从封闭走向开放——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价值观变革的历史轨迹、近代价值观
的启蒙——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变革、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转变——从戊戌
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与人的解放——五四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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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封闭走向开放　　——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价值观变革的历史轨迹　　鸦片战争
打开了清王朝的国门，帝国主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士人的迷梦，使他们坚守了几千年的“华夏中
心论”开始走向崩溃。
他们面对着强大的西方列强的威胁，不得不重新思考“华夷”关系这个令人烦恼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
我们知道，明代中后期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在与当时来华的西方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已经接触到这样的
问题了，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在不自觉的状况下来思考这类问题的。
而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个问
题也不单纯是什么学理问题，而是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了。
这就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思想起因之一。
洋务运动的一个最大历史贡献，就是洋务派打破了长期的封闭状态，形成了一种对外开放的局面。
这种对外开放虽然是被动的、有限制的，但毕竟具有划时代意义：即中国社会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
中国人正是在逐步对外开放中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而这恰恰是中国人争取自身解
放的一个根本前提。
　　一、闭关自守时代的终结与开放性价值观的肇始由封闭走向开放，开放性价值观的形成，这是一
个复杂而　　又艰难的历史过程。
首先，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即社会内部经济关系以及相应的政治关系演变的
结果；其次，这个历史过程也有着外部条件的作用，这就是当时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侵
略活动所产生的冲击效应。
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它的实质内容就是中国社会由封建专制主义制度
开始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
而这个历史过程，在价值观的变革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1．主体意识的萌动　　中国近代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变革，是以对“人”的发现作为逻辑起点的
；其思想变化的实质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的逐渐深入的认识，也可
以说是对自我意识的反思。
价值观认识基础这个深刻变化比较早的强烈反映，是中国近代早期——鸦片战争时期主体意识的萌动
。
作为文化转型的一个核心内容，主体意识的萌动，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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