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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两篇是未刊的随想与短论的缀合；第二部分，十一篇，主要讨论晚清至
民国的思想学说史，有两篇首次全文发表；第三部分，四篇，内容均属中外文化交往的历史问题；第
四部分，包括十二篇杂文，或可作谈资。
     《走出中世纪二集》：本书为广大学界及社会关注、好评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的续篇。
作者仍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思考、深厚的学术功力、不懈的学术追求，继续对中国“走
出中世纪”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广泛、深入细察的研究探讨，从而将其近年以来的最新研究
心得和一系列相关成果，再次集中展示，不仅充分体现出各家力作的不凡品味和学术分量，而且还因
其所论所述的典型精到和生动精采，产生更加深远的学术影响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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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走出中世纪——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续）“君子梦”：晚清的“白改革”思潮清末的现代化
思潮——夜读小札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　一、寂寞“待访”二百年　二、清
末鼓动反君主专制的经典　三、推崇《明夷待访录》的角度　四、章太炎由“非孙”而“非黄”梁启
超和清学史　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　梁启超与“五四事件”　“迷梦的政治活动”　映现危机意识的
“心影”　徘徊于治学与问政之间　并非治清学史的第一人　章太炎和梁启超，兼及刘师培　非天才
的天才论述　自己给自己作盖棺之论胡适《自传》的一则附注难讲的“原儒”公案关于钱穆研究　钱
穆的文化关怀　民国学术史的过渡人物　新儒家呢，还是史学家？
　略说钱著《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与章太炎、梁启超　附记：也说“国学大师”之类令人将信将
疑的回忆录——评《银元时代生活史》记章太炎似已忘却的回忆录　《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上告
杨荣国　杨树达私记陈寅恪　叙史的小小尾声索解晚清的民间报人——廖梅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
文化保守主义》小引杨度的《杨氏史例》百年来的韩愈　《伯夷颂》颂错了？
　曾国藩与韩愈行情　严复《辟韩》及其反弹　韩愈在“五四”前后　韩愈和民国“训政”　陈寅恪
《论韩愈》前后　俞平伯与陈寅恪　陈寅恪在劫难逃　韩愈成了“尊儒反法”的反面教员　对韩愈“
一分为二为宜”　顺便说到《拘幽操》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引言　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　耶稣会士向
往中国　基督教在华梅开三度　十八世纪的相反记录　马礼逊与太平天国运动　从“教难”到“教案
”　“传教宽容条款”　利玛窦的后继者们　在华的自由派传教士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　剪影
与参照晚清上海租界的宗教文化　历史展现的特定文化形态　光怪陆离的宗教现象　新旧基督教　两
个租界的“自治”　新教各差会的“学术传教”　仍待深究的课题过去的“风流世纪”——关于十八
世纪的中国与欧洲龚橙与火烧圆明园——以讹传讹的一则史例附录：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现场报道
现代大学的中国先驱——《马相伯传略》弁言《壶里春秋》小引“五四”：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我看
经学与经学史——《中国经学史十讲》小引关于清代汉学　一、三类“汉学”　二、名目的确立　三
、名实问题　四、形态问题　五、文化比较晚清学术的非传统化进程读《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家谱
和年谱“国学”岂是“君学”？
从儒学史说到新儒学关于马一浮的“国学”——答《大师》编导王韧先生　一、介绍马一浮的“价值
”　二、关于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学长　三、马一浮与中西文化　四、马一浮为何强调“直接孔孟”
　五、马一浮与复性学院我的书架没有秘密 ——答《南方周末》编者刘小磊先生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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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靠什么走出中世纪？
转自：南方都市报 自由撰稿人，北京 朴之如何认定晚明清初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近代化的动力渊源
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命题，也是一大公案，“冲击—回应”和“在中国发现历史”各执一端，争到如
今大家都渐渐没有了耐心和信心，干脆埋头于立竿见影、只此一说的具体研究。
在这样的语境中，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二十年后增订再版，不惟再现八十年代学界的关怀，
且多能见人所未见、笔锋常带感情。
全书大义在论说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渡过程”。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确在酝酿一种不同往常的变化，一种明显脱离中世纪旧
轨的变化”。
如果这样，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要从鸦片战争再往前追溯二百年。
莫急着说奇怪，此说先由梁启超的清学“以复古为解放”肇其端，后有侯外庐的晚明“早期启蒙思潮
”说为茕茕大者，外有多国学者近似论断，乃是有来头的。
只是这确实不能打消我们的疑虑。
如何认定晚明清初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是第一个关键所在。
晚明思想家、明末清初三大儒等对君主提出批评、对民生表示关切、对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进行反思
；传教士往来，南明桂王小朝廷从上到下都皈依天主教，皇太后以教名“玛利亚”著称，她还主持御
前会议派太监赴梵蒂冈求援；甚至明清鼎革之际，两个政权都不拒绝从武器到历法向西方学习，争着
用“红夷大炮”。
看起来，真有些近代的味道了。
但，这就要走出中世纪了吗？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晚明思潮的评价渐趋“回落”，或许更接近实际。
朱维铮先生也不是没有注意到，黄宗羲在主观上仍把王阳明的唯心论当作真理，王夫之甚至没有正面
触及君主专制的合理性问题，顾炎武赞美过《明夷待访录》，但由《日知录》来看，他是对前书朦胧
的民主制度设想并不理解。
当然，判断晚明清初思潮的性质，必须考虑如何评价其中的一些思想在晚清复活、为近代化出力的问
题。
但这些思想在晚清的复活，大体上不外乎几种情况：一是先进分子重读被湮没的传统学说，从中发现
可资反思当代的资源，进而从西方或日本思想中找到新路；二是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一些新思想，但一
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于是在传统内部找到一些与之接近的思想资源以为依据，尽管两者是不同质的；
三是对新思想心领神会而苦于不能被广泛接受，于是“别求新声于内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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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靠什么走出中世纪？
 　　转自：南方都市报 自由撰稿人，北京 朴之　　如何认定晚明清初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　　近代
化的动力渊源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命题，也是一大公案，“冲击—回应”和“在中国发现历史”各执
一端，争到如今大家都渐渐没有了耐心和信心，干脆埋头于立竿见影、只此一说的具体研究。
在这样的语境中，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二十年后增订再版，不惟再现八十年代学界的关怀，
且多能见人所未见、笔锋常带感情。
　　全书大义在论说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渡过程”。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确在酝酿一种不同往常的变化，一种明显脱离中世纪旧
轨的变化”。
如果这样，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要从鸦片战争再往前追溯二百年。
莫急着说奇怪，此说先由梁启超的清学“以复古为解放”肇其端，后有侯外庐的晚明“早期启蒙思潮
”说为茕茕大者，外有多国学者近似论断，乃是有来头的。
　　只是这确实不能打消我们的疑虑。
如何认定晚明清初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是第一个关键所在。
晚明思想家、明末清初三大儒等对君主提出批评、对民生表示关切、对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进行反思
；传教士往来，南明桂王小朝廷从上到下都皈依天主教，皇太后以教名“玛利亚”著称，她还主持御
前会议派太监赴梵蒂冈求援；甚至明清鼎革之际，两个政权都不拒绝从武器到历法向西方学习，争着
用“红夷大炮”。
看起来，真有些近代的味道了。
但，这就要走出中世纪了吗？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晚明思潮的评价渐趋“回落”，或许更接近实际。
朱维铮先生也不是没有注意到，黄宗羲在主观上仍把王阳明的唯心论当作真理，王夫之甚至没有正面
触及君主专制的合理性问题，顾炎武赞美过《明夷待访录》，但由《日知录》来看，他是对前书朦胧
的民主制度设想并不理解。
当然，判断晚明清初思潮的性质，必须考虑如何评价其中的一些思想在晚清复活、为近代化出力的问
题。
但这些思想在晚清的复活，大体上不外乎几种情况：一是先进分子重读被湮没的传统学说，从中发现
可资反思当代的资源，进而从西方或日本思想中找到新路；二是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一些新思想，但一
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于是在传统内部找到一些与之接近的思想资源以为依据，尽管两者是不同质的；
三是对新思想心领神会而苦于不能被广泛接受，于是“别求新声于内邦”。
　　不论是触媒还是依据，传统因素始终不是新思想的主体，还是西潮引发新潮，进入新世界。
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推动形成三千年未有之思想大变局的主要因素是晚明、清初的旧籍，还是达尔
文的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天赋人权论、马克思主义，只要不上国学或“后学”的当，
答案应该是较为清楚的。
正如王汎森所言：“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没有重大改变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有点像‘
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出现一批特别优异独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
与深度还是受到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大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　　如何理解从清中期开始的长期思想低潮　　由此我们的第二处疑点也就清楚了，这就是如何理
解从清中期开始的长期的思想低潮。
朱维铮先生说《明夷待访录》表达的是“朦胧的民主制度设想”，“朦胧”不好界定，但由“朦胧”
而天明方为真朦胧，若由“朦胧”到深夜，恐怕就不是朦胧。
朱维铮先生集中论述了以文字狱、理学钳制、密折制等为代表的清代高压统治问题，针对“那个时代
某些古旧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的遗存给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带来的困扰”，他提出“中世纪回光返照
时代”的比喻，以解释为何“启蒙”后会复归专制。
但如果说晚明清初有终结中世纪的趋势，那么清中期的反向就是“回光返照”；如果说晚明清初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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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只是一时之异动，是士人对社会失范以致明清代嬗的痛哭，那么清中期以后的统治模式就是自然的
继续发展而已。
　　如上所述，我们理解了晚明清初思想家没有那么“新”，就知道中世纪本不曾发生终结的趋势，
“回光返照”也就无从谈起。
顾炎武的外甥“三徐”皆为清廷显贵，他经常去外甥家做客，“固然对外甥也有批评，但批评得最厉
害的，却是不该将宴会延续到深夜，说是不合礼”；曾静的道理不过是“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
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戴震“以理夺势”，是具有新色彩的挑战君主，还是旧思想中臣子对圣上的
劝谏，恐怕也不能作推断过深。
这些面相，大都抹煞了旧势力“回光返照”期间新气象应有的挣扎，倒是和西方人冲来后缓慢的近代
化过程相呼应。
忽视“旧社会走循环套”的顽固性，为了论证历史的连续发展，得出近二百年间“回光返照”的定位
，却可能恰恰抹煞了明清连续发展的历史真实。
　　如何评价“自改革”　　“自改革”如何评价是第三个疑点。
结合本书与三联书店2000年版《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中朱先生的长篇导
读，乃知“自改革”至少二十余年间一直为他所重。
“自改革”语出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洪亮吉、龚自珍、包世臣、《皇朝经世文编》、阮元改造海防之议直至戊戌变法，作者说从龚自珍
开始，“‘自改革’便成为晚清思潮的一个主旋律”，并据此认为清英鸦片战争必打早在意料之中，
因而帝国必败也非阮元、包世臣、龚自珍和林则徐等始料所不及；鸦片战争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出奇
温和，当然是早有意料与始料不及的两种回应。
　　遗憾的是，我遍寻诸书找不到“鸦片战争必打、帝国必败”的直接证据，却发现了当事者林则徐
的另一番“意料”：“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伏查英夷近日来船
，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
战败后的“温和”表现当然是真实的，却不是因为“早有意料”，恰恰相反，是没有触到痛处。
“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
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对比似乎更能说明从十八世纪中期到末期国人的心理变化，第一次鸦
片战争竟未在这个转变的序列当中，更可见东南沿海的几声炮响远抵不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皇室被逼出
逃的刺激，这在情理之中。
而这样的温和，真的让人怀疑“自改革”在字面上传播范围的大小和在实践上的有无。
　　是“被近代化”还是“走出中世纪”？
　　朱维铮先生拉长“走出中世纪”的起点，不承认鸦片战争的炮声标志近代的开端，还在于他担心
那样就“意味着中国只能‘被近代化’”。
“被近代化”实为本文开端提到的近代化动力争论纠缠的结果。
非“走出中世纪”即“被近代化”是一个机械的二元论，两者之间，其实还有一层可能，就是“逼出
中世纪”。
如果不作历史假设而尊重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国确没有实现“内生型”的近代化。
当被来自国内外的枪炮声逼出中世纪之后，我们也要走漫长的路。
但中国的近代化也绝非亦步亦趋，完全在外力作用下按照西方的样板走。
所以，“被近代化”太被动了，“走出中世纪”又太主动了。
仅以思想文化论，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整理国故到中西皆不能为体，就说不清楚是“被”还是“
走”，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历史的新面貌绝非晚明思潮的发展可解释，这是一个新局步步进逼、
步步走成新局的过程。
在这个“逼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不大好判断主动与被动的作用孰多孰少，即使从曾有的一
些发展中的结果来看，也总是既西化又有民族的特性因子在里面，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动力的真
实状态，尽管它不那么清晰，甚至不能作确定的描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中世纪二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中世纪二集>>

编辑推荐

《走出中世纪二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中世纪二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