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二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二版）>>

13位ISBN编号：9787563363186

10位ISBN编号：7563363181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许倬云

页数：138

字数：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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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二版）>>

前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二版）>>

内容概要

本书由六大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主题组成：以“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开篇点题，以“重建人文价
值与社会伦理”归宗结尾，中间就“明清中国之转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台湾近百年来
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变”等四个主题分别作具体论述。
作者在论述中，对像“启蒙的夭折”、“知识分子与教育”以及有关台湾的三个历史阶段等诸多小主
义题作了独到的发挥，见解深刻，体现了许倬云先生一贯的文化大中国理念和人文普世价值重建的信
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二版）>>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
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获人文科
学哲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
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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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一、历史上的几次转折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文化本身经历了几次转变，每次
的转变，都会面对不同的情况发生：从孔子的时代、汉朝、宋朝、明朝以至现在——这是一个曲折的
过程。
温习过去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这两个字的定义，尤其是文化圈的定义，而不单是民族的
定义。
近代中国因处在列国的体系之下，必须要界定出一个民族的定义，作为国际间竞争的单位，这就好比
一个不想打架的人，一头栽进打架的群体之中，也只好开打了。
于是，民族就变成中国的定义了。
民族主义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背后隐含着某种集体主义的心态。
当时中国已经被欺压了一百多年，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就愈来愈强。
最后，民族主义本身变成理由，使得成员个人必须服从在民族集体下。
二、现代的崩溃在20世纪的下半叶，列国体制的结构已有所改变。
改变的方向，是走向多层次的集体（或者说是共同体）。
每个层次的共同体，它约束的力量都不一样，要求成员涉入的程度也不一样。
因此，这些共同体不是以同心圆的方式存在，而是交叠在一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较之单纯的民族国家的诉求，多元共同体的认同便相当复杂。
以下是我所认为几个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其一，是科技。
其二，是资讯化。
其三，是多国的经济结构。
这几个转变，都会对过去的共同体（国家）造成冲击。
过去由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结构，致使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现在却是因这几项影响因素，使许多人开始对他们所熟悉的价值观有所质疑。
再则，每个人都在快速的移动，他们的迁徙范围、频率与幅度都大于过去。
他们面临不同的环境，价值观也随之会有不同的转变。
在这样的状况下，每个人都会发现：过去他们所熟悉的情景、情境都已不再那么熟悉。
对不断搬迁的人而言，过去那种确定的价值观，能够在没有变动的环境与规则中照章办事，已变成一
件不可能的事。
因此，我们必须尝试着重新去建立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基本架构，也就是说，以目前的科技、工业、商
业、学术等主要力量为基础去建立新的价值观。
这些可以构建的观念，其实可以与过去的观念差别不大。
不过，抽检这些观念的程序和理由，却必然与过去不一样。
过去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大致上是来自宗教信仰。
从前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文化体系有：其一，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这是所谓的印度系统
。
其二，是孔孟，加上道家，这是所谓的中国系统。
其三，是犹太教、基督教，以及旁支出去的伊斯兰教。
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他们在大体系的架构下，其实是一致的，都是独一尊神信仰。
先从基督教说起。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体系，是从神那里来的。
神是独一无二的，在犹太教中，神是创造者，也是命名者，但并没有提到是不是监督者。
而在基督教中，神既是监督者，也是裁判者。
对这两者而言，神是唯一的，不容许有其他的东西来取代。
伊斯兰教基本上也是同样的体系。
伊斯兰教教义中，人的伦理道德就是来自于神；换句话说，道德的来源就是神的恩惠。
因为神创造了人，使人凌驾于万物之上，神于是对人也有相对的要求，即人必须负担起特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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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起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似乎没有区别，但如再去细分他们，其实这几个宗教之
间还是有差别的：犹太教的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基督教里的神，则是所有人的神。
换言之，基督教里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犹太教里，则表示在所有人中，还有一些更优秀的人
，这些人就是选民。
基督教里也有选民，不过选民就是所谓蒙恩得救的人，是经过上帝特赐恩惠的人。
伊斯兰教就有更多的不同：伊斯兰教也有神，但除了神之外，还指定了一位先知来负责执行法令。
对伊斯兰教徒而言，人只是世上的过路者，世界真正的主宰是神。
这点又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说法不同；他们认为神创造这个世界，然后让人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以基督教的教义而言，人介于上帝和世界之间，有特殊的地位。
对犹太教而言，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根据《旧约》记载，是从他们走出游牧生活、走进城市进而建立
国家之后，才建立了犹太教的道德体系。
他们的自律甚严，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因为他们自认和其他人不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今天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的人数比例上只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由于他们的训练严格，在各个领
域的表现都很杰出。
他们的自律如此严格，所秉持的就是这么个信念：每个人都要为神负责。
其实，基督教基本上也是强调“人要向神负责”，不过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自己已是个基督
徒，由于信仰基督教而成为选民，已然因信仰而得救了，所以是好人，是神挑选过的好人。
其二，神是不是选你，或者你是不是神的选民，目前还不知道，必须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才会知道。
所以人人必须表现良好，证明自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
其三，这是从第二种说法衍生出来的。
你确定已经是神的选民了，所以你应该表现得很好，以证明神并没有选择错误，来彰显神的万能，荣
耀神。
神于是就变成你的保人、你的道德来源、你绝对的依据。
这套理论虽能自圆其说，却也有吊诡：如果神改变主意了怎么办?你不能要求神不改变主意，因为他是
绝对的，连善恶都是他规定的，你怎么能要求他?此外，如果我做好人，神就一定会把我当做选民，那
岂不是我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影响神?如果我已经是个好人，但是神却不选择我，那么神岂不是个随意任
性而行的独裁者?总而言之，对犹太教和基督教而言，道德的唯一来源就是神，在这方面，人是不能自
主的。
再讲婆罗门教、印度教及佛教的部分。
在目前，印度方面又是印度教的天下，佛教已经发展到中国来了。
在印度的文化圈中，人与其他生物一样，生命是暂时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有疑问：如果生命的存在只是过渡的，那么为什么还有恒久的道德呢?中国人相信
佛教的菩萨是神。
但是婆罗门教的理论认为世上只有一个大宇宙，所有的生物都不可能成为神。
宇宙之间有种种面相、种种名称，人人都只是宇宙之间的一种面相。
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神的力量都只有一种：大婆罗门。
以中国话来说，大概就是所谓的道、真理、力量。
而这样的观念是相当抽象的，它具象的表现就在万事万物的蓬勃生机上。
因此，若推究到万事万物的存在，在出生之后死亡之前，先为何物即是何物，轮回之后又是另一物。
在轮回转世之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是由谁决定你的转世?在印度教里，这样的转世是随机的，但对人
类而言，这样的随机却很扰人，因为人类完全无法得知生命。
然而，就印度系统来说，现世的表现其实更重要。
人不得扰乱世界的秩序，不许损害所有的生物，这样的观念，就是所谓的“悲”。
此处的“悲”，不是悲伤，而是悲怜、悲悯。
宇宙的秩序不容颠覆，因为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宇宙的一个面相；即使是人，也没什么特殊的地位，
只是极其微弱的一个面相。
这个世界，在其生命体离开之前，都不得因为此人的扰乱而有所损伤，于是个人必须遵守某些规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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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自律，社会规范与道德就由此而生了。
以上理论是原始印度教、佛教的面貌。
但现在的印度人，外表是印度教，里头却是英国人的行为标准。
而佛教之所以不能在印度这个地方存在，是因为佛教里的悲悯已经超越了印度教。
印度教依仗繁复的仪式来维持秩序，以此强调人与宇宙的合而为一。
最后我们谈谈中国的文化系统。
孔子提出了“仁”的定义：就是讲男性的气概、精神与气度。
而这个源头，便是出自封建时期的士。
这些最低阶的贵族阶级，他们自有一套品格德行的原则要守，例如对上级一定要忠，对朋友一定要义
，对妻子一定要礼。
这是古代贵族对自己的期许，显示他们的地位高，是高贵的人。
孔子将这些标准套用在每个人身上，认为每个人都是高贵的，都应该做到“仁”的境界，由此才引申
出仁、义、礼、智之类的学说。
但孔子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非得如此不可，因此孟子就提出“人性本善”的说法，说明四端之心
人皆有之。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它们是仁义礼智的起始。
孟子所提四端之说，其实是为了辅助说明孔子的仁。
孟子的这种说法很难证明，也很难辩驳，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由此衍生。
仁之可贵，就因为你是个人，而且是个好人。
但荀子则提出“善者伪也”的说法，也就是说要达到善，必须努力去修养自己、训练自己。
这套道理在逻辑上说得过去，但是问题又来了：用什么标准训练呢?中国道家的思想与印度教比较接近
。
道家的道，是完全不能解释的。
老子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解释的。
是以道是玄妙奥秘的，人只能体会，不能言传。
道家的神秘主义颇接近印度教。
不过道家讲无，崇尚自然，不讲仪节，认为迷迷糊糊的婴儿是境界最高的。
儒家和道家，形成中国的二元道德观：儒家崇尚积极、进取；而道家则是谦卑、隐退、消极。
不过这两者依靠的都是人自己的力量，与神没有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去世界的三大文化体系：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基督教），一个以宇宙为中心
（印度教），一个则以人为中心（中国）。
这三套世界的系统，后来又出现了问题：首先是神的世界开始出现疑问，在西方的科技研究里找出了
许多规律。
牛顿的时代，科学家以为科学有各种定律，人类若依仗科学就能懂得上帝的法律，那么，上帝也就不
需要了。
不过，我们知道科学上的规律是有限的，必须预设一些条件，人类其实还抓不住绝对的规律。
而且因为在量度上有困难，科学得出的结论更是不定。
这种在真理前的谦卑，似乎有慢慢走向道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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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不了解历史，也就认不清未来。
许倬云教授研究历史数十年，为我们指示了现实何以至此，未来可能如何的历史大脉络。
为我们如何避开漩涡和曲折，提供了清晰可行的通衢与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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