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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第一，要比较清晰地描绘出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第二，要揭示出转型的外在条
件及其内在机制。
做到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相当不容易的。
但必须提出这样的目标，我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
自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是难以预定的。
对于这样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学术工程，我们这样少的人力，水平有限，在短时间内如何着手来做呢？
我们只有采取抽样调查研究的方法，选取几个方面作为子课题，分别进行研究。
根据我们的具体条件，我们最初选定九个子课题，后因人力有变化，放弃其中一项，剩下八项子课题
。
这八项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各成一卷书，再加上一个综论性的导论卷，共九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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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于辽宁海城。
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有一天胡适研究
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
著述二十余种，主要有：《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合著）《胡适研究论稿，《梁启超》（合
著）《蓼草集》《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合著）等;编有大型学术资料书和工具书《中华文化辞典》
（第一副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主编）等。
另外，发表论文和文章二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论清未立
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孙中山与梁启超：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中国新
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等数十篇。
于20世纪90年代初，亲手创立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该室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
。
相继主持院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以
及上级委托课题“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性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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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明清之际传统文化内部的异动　一、 理学的裂变--从正统思想中滋生异端　　二、 对以忠君为
核心的专制主义宗法伦理的排击　三、 从民本主义出发对分权的思考　四、 启蒙思想的夭折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清代思想，学术与文化的流变　一、 清学的开创　二、 考证学的兴盛及其精神与方法　
三、 子学的兴起　四、 达情遂欲之说及其影响　五、 经世思潮骎骎以兴第三章 鸦片战争后到洋务运
动时期思想文化的演变　一、陌生的“蛮夷”　二、师夷长技　三、太平天国的文化　　四、近代文
化的初基　五、“中体西用”的观点框架第四章 改革与革命主导清未社会文化潮流　一、“中体”遭
遇激烈的挑战　二、政治主导文化潮流第五章 清未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初步形成　一、戊戌至辛亥时
期近代教育的发展　二、戊戌至辛亥时期近代社会团体的发展　三、近代传媒系统的建立及基地第六
章 清未思想文化变迁的几个大趋势　一、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　二、平民主义的文化趋势　三、移风
易俗的近代俗世文化　四、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观念初萌第七章 民国初年的政治失序与新旧思想的冲突
　一、民国初年的政治失序状态　二、新旧思想的冲突第八章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先觉分子的反
思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三、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　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第九章 新文化运
动的实绩及其主要观念第十章 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第十一章 近代文化转型中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
第十二章 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结语参考文献要目人名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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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清之际传统文化内部的异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起自何时，在20世纪前期就有争议。
1949年后，大体上统一于以鸦片战争为起点。
一方面，人们以社会性质划分为准则，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凡在
这一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文化问题都属于近代文化的范畴，以与鸦片战争前相区别。
另一方面，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并为一些中国学者所呼应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中国社会缺
乏突破传统的动力，只有当19世纪以来，中国面临西方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强大冲击，中国社
会和文化才被迫作出反应，一步步向近代演进。
这两种看法都把19世纪中叶看做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
以此，关于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点问题，学术界几乎再无争议。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研究中有关明清之际是否为中国文化近代化开端的问题重又提出。
以肖萐父为首的武汉一批老中青学者对这一课题提出新的见解，认为明清之际已出现突破封建落篱的
早期民主主义意识；重视新兴的“质测之学”，主动吸取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
、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
所以，就其术思想的一般倾向看，已具有对中世纪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性质，出现了一批异端思
想者和启蒙的新动向。
同进指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虽然有合理因素，但由于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异，把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看成西方文化的位移，这含有西方文化的位移，这含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并
不能全面、准确、深刻地揭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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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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