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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1840～1949)这一百多年里，中国危机四伏、政局动荡、战乱频仍、舆论纷
扰。
恰恰是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根本性转型。
社会形态转型了，政治体制转型了，文化思路也同时转型了。
鸦片战争前那个愚昧自大、排外守旧、“严夷夏大防”、死守“道统”的古老中国，经过一百一十年
的风吹雨打，居然会一变而成为高扬“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的国度。
本书系统梳理了这一重大的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的来龙去脉，探讨这一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
作用，从而揭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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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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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影响　    国粹主义的兴起　    改良派文化观念的转向　    民主主义文化观念体系的创建　    活跃于
一时的文化虚无主义　    新文化高潮的萌动　余论　漫议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　后记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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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理由讲得一目了然，言简意赅地指明了当时考虑国防问题的大前提：在新形势下面对着强大
的新对手。
也就是说，中国不再是应付往常远较中国落后的邻国小股犯疆敌情，而是要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中，抵抗“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由此，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旧有的御外侮的成法已经失效：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以成法
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庚申以后，夷势驶驳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
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
御侮何能？
则茫然靡所依据。
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
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李鸿章的奏折，何以要独出心裁，在议论总理衙门提示的海防六事之外，大发一通导论性的议论，这
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同治间，在爱国的言词下，希图重新搬出以前闭关锁国时期的陈旧御敌方法来击退列强的主张，一度
十分盛行。
例如，同治八年（1864）初，醇亲王奕譞上奏说，为了将来与洋人决裂，报仇雪耻，他拟制了六条“
驱逐洋人之法”。
六条中，除陈见空言外，居然想出如下两种计谋：一种叫做“请收民心，以固国本”。
具体内容是，让各督抚设法“激励众民”，起来“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
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民众“既与该夷成不可解之深仇”，从而必定会为“各保身家”而“
永绝异类”。
另一个主意叫做“摈斥异物，以示天下”。
他认为，洋货中仅有自鸣钟、洋表、洋枪有用，且中国已能自造，故而洋货可以一概不用。
他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无损于国计民生，有裨于人心世道”。
他劝皇上率先“将大内西洋物件”，尽行颁赏，以示永远绝弃，那样老百姓就定会风从效法，洋货就
无人购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下卷）>>

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套装上下卷)》：把所研究的文化思潮，置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
中来认识，来定位，来评论；拒绝从现今的爱憎出发对历史上的文化流派或文化见解做非历史的任意
评判。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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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