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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的国家，其文化积累之丰富，传统价值观念
之持久稳定，都是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
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清开始
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
这种重大的转变，既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形态的转变。
本书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
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
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
这一个转变过程与先秦到秦汉的转变过程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从先秦到秦汉的历史转变，完
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积聚起来所产生的动力所驱动的。
而晚清开始的这次转变，是在有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
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前一次转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价值转换；而后一次转变，看起来好像是由某
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的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
（当然，只是外表上看来像是如此；实质上，只不过因为西方文化之进步比较快了一些，显得先进一
些。
因而，中国文化向近代转进之时，可以在许多方面借鉴西方文化。
）所以，许许多多的人，对这种转变都感到不适应。
偏于保守的人，有的认为，这种转变是“用夷变夏”，犯了祖宗之大忌。
有的认为，这种转变远不如像从前那样在旧传统中生活得自在。
一般人，也多因为不适应这种带有外来色彩的变化而陷入深沉的、持久的困惑。
这困惑，首先，是关于文化之“中”与“西”的对立和难于化解；其次，是由此而强化了的文化之“
古”与“今”的困惑，以及关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关系的困惑，等等。
诸如此类的困惑问题，人们争论了一百多年，只有很少数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有相当了解的人，
才能以比较健全的心态对待之，才能超脱这些困惑。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中，大体上仍是围绕着上述这类问题展开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上述的种种困惑。
人们对西化问题的过分敏感，以及所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要用中国文明去拯救世界文明
”等说法，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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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跨学科的课题，其中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哲
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等。
    本书主要探讨外来文化对我国近代的刺激与影响，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日本文化所发生的
中介作用，集中考察甲午战争前后至辛亥革命时期。
因为这一时期中国人直接从西方引进的东西，远不如间接从日本引进的东西为多。
但自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意识；又因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关系，中国与美、法、英等国的交往加深；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特别是大量留学美国的青年
相继回国。
从此，中国直接从西方国家引进的东西，大大超过间接从日本引进的东西。
所以，本书考察日本文化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影响，着重在甲午战争前后至辛亥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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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匡民，1951年7月生，河北省秦皇岛市人。
1986年至1996年曾赴日本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1996年~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8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工作，现为该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领域涉及清末民初中日政治史、学术史与思想文化史，代表作有《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及论文《甲午前后中日官僚士绅之间的认知与交往》、《日本政府对戊
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等。
主要从事晚清思想史，尤其是中日关系史的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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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人所办的报纸，也配合着其政府的政策，逐渐朝着对中国侵略、渗透的方向行进。
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日本在华所办的报纸，最终成为历史的遗迹。
二、《国闻报》与日本外务省官僚�日本政府在中国最早经营的报纸是天津的《国闻报》。
《国闻报》创刊于1897年10月26日，最初是由严复、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人创办的。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时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
王修植，字宛生，浙江定海人，光绪六年进士，长算学，喜谈事务。
时任天津博文书院候补道台。
夏曾佑，字穗卿，浙江钱塘人，光绪十六年进士，精佛学，与谭嗣同、梁启超相友善。
梁氏曾著文称“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导师”。
时任天津育才学堂总办。
杭辛斋，名凤元，又名慎修，字夷别，浙江海宁人，以本州博士弟子员肄业于北京同文馆，曾上书光
绪帝，条陈变法，被授予内阁中书。
这几人办报之始，共出报两种，日报每日印一张，计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名日《国闻报》。
旬报十日印一册，约计三万言，用三号铅字排印，名日《国闻汇编》。
远在《国闻报》创刊之前，俄国与日本分别与闻，为了争夺这块舆论阵地，便围绕着《国闻报》展开
一场激烈的角逐。
当时正值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中国朝野为了感谢俄国的好意，举国一致盲目亲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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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5: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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