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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国人来说，20世纪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
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开始的一个世纪，最终以新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结束。
在20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
与“史”的这种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相映成趣的，是“思”的上天入地不断探索。
换言之，与这一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环境、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之同
时，20世纪中国思想也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各种思潮频繁发生，其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也是空前的。
与通常书写思想史时只注意少数最著名思想家的思想不同，本书把一百年来曾经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
种思潮作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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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历史、理论与方法　　思潮研究不是新题目，但是“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
究”是个大题目，需要学术界的许多同行合作，共同探讨，才可能进达“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
的境界。
任何深入的研究，都需要对前贤和我们自己已经做的工作做必要的反省，由此形成我们研究工作的新
的出发点。
　　一、思潮纷繁是一种现代现象　　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又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
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开始的一个世纪，最终以新中国进入WTO结束。
在20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全世界都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
与“史”的这种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相映成趣的，是“思”的上天人地不断探索。
换言之，与这一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环境、社会结构、阶级状况、生活方式发生前所未有
的变化之同时，20世纪中国思想也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通常人们在书写思想史的时候只注意少数最著名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同，我这里所谓“中国思想”有
更为宽阔的视野，即在考察中国思想的变局的时候，将曾经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作为我们的观
察对象。
20世纪并不只贡献了坊间流行的教科书所说的那几位思想家，或者说，在思想史记录的思想家后面，
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
它们发生了，又消失了，或者转变了，即以另一种形式再生了。
思潮频繁发生，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
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
　　就思潮发生之频繁而言，这种状况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古代也有思潮的变化，如人们现在说的所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
学，及清代朴学，就是对历史上那些横跨数百年的大时代中思想学术有某种主流的概括。
或者说一种思想或学术形态在占据主流数百年以后，让位于另一种思想或学术形态，后者又会经历用
现代人看来几乎是漫长的绵延过程。
但是没有哪一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各种各样的思潮频繁发生与转换，以至于无法用某一种学说来代
表这个世纪。
我们已经习惯将近代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
确实，作为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时期，春秋战国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由此多多少少铸就了而后中
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不过，当时的人对这种状况评价似乎并不高。
譬如庄子就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后来的荀子用更严厉的态度纵论当时的诸子学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肴
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
　　这里不必讨论庄子或荀子的意见是否合理，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庄子所谓“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还是荀子所说“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虽然冠以“天下”这样的大词，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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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思潮。
刚刚随着“王官之学散于百家”的历史进程而产生的士类，也没有像现代知识分子那样同社会各个阶
层、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密切的关联。
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的精神现象相比，先秦时代的思想活动的主体停留在单个的“子”或者少数
可称作学派的小团体；与20世纪思想活动（包括由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影响、支配到社会变迁）的主体
所具有的社会广泛性，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
更不必说，虽然古代儒家有所谓修齐治平的理想，但是只有到了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思想观念
和理论具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并因此成为某种共同社会信念；而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的瓦解和现代
价值的艰难重建，也给各种试图填补信仰真空的理论以扩展的空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思潮纷繁是一种现代现象。
　　现代中国思潮繁多的另一个原因是中西文化冲突。
这场冲突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由于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全球化造成了现代世界“知识的不公正分配，即新知识从北方到南方
的不对称流动”，对于20世纪中国人而言，则是新知识从西方到东方的不对称流动。
西方人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美国人，不仅制定着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大规则，而且似乎源源不断地
制造着各种“主义”。
毫无疑问，它们的传播与中国社会的诸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
或者说，“主义”的传播和实践过程常常呈现为思潮运动，而与之对应或对抗的中国思想也通常会提
出标为某种主义的主张，否则就很难有多大的社会号召力。
研究者对所有这些现象称之为“某某主义思潮”。
“主义”和“思潮”的对应，使得思潮这一现代现象有了相对确定的理论边界，也使得“思潮”成为
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
　　二、思潮研究是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向度　　正像思潮之发生不自今日始，思潮之研究也已经有
很长的历史。
我们现在还很难精确地说清中国学者注意到“思潮”这个概念的具体时间。
对于历史上思想学术乃至社会心理的变化，古代历史学家常常用“风气”及其转移来描述，它与另一
个寓意同样复杂的词“时势”有一定的关系。
在社会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化的时代，如何认识“时势”和“风气”常常成为巨大的挑战。
近代以来的中国就是如此。
进入20世纪以后，“时代潮流”、“世界大势”、“历史趋势”都是被反复追逐的东西。
当然这一方面与进化论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基本世界图景有关，另一方面，也许是更深刻的方面，是
中国确实处于变动涡流之中。
对于“思潮”的研究因此而开始。
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就是以“思潮”着眼的学术史，他推溯其思绪发于1902年所著《中国学术
思想变迁之大势》。
如果从那时候开始算起，对于近代以来的思潮之研究就有了一百年的历史了。
不过，梁启超作为思潮研究的肇始者，还是有某种理论自觉的。
他一开始就说：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
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
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可见“思潮”是个现代语词，当它与“时代”联系在一起被中国人日常使用的时候，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只是单数的用法。
所以，在他看来，自秦以后，历史上说得上有“时代思潮”的，只有“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
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这个说法，被后来研究中国学术思潮的人们所继承与发展。
譬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体裁就是全书通篇讲七个时代思潮，不过他不是像梁启超那样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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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而是将时代思潮归结为哲学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到后面去讨论。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描述近现代思想潮流的意义上使用“思潮”这个语词的。
　　说梁启超有理论的自觉，是因为梁启超那本《清代学术概论》虽然是以思潮及其转变来考察清代
学术史，但是已经注意到思潮尤其是“时代思潮”的一般特征。
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梁启超以为只有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思想，才可能形成某种潮流。
因此“思潮”的广泛影响本身就是思想之价值的表征；而“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一个时代的思潮，固然与前代的思想资源有关，但是梁启超并不用目的论来解释思潮的变更与消长。
思潮之产生和发展，更多地可以用因缘来解释。
思潮之为思潮，必有可以思议的内容，因而有相应的理性的成分。
思潮都是由“持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思想而有“持续的群众运动”又是由其内在的张力所致；不仅
在某一思想主流下面包含了不同派别和倾向的争持，而且包含了某种非理性的力量：　　虽然，其中
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
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
然现“宗教之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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