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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引起、满足普通读者的兴趣，他们希望分享一种具有吸引力但又陌生的历
史经验中的某些东西。
虽然我竭尽所知，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讲述全景式的现代中国历史，但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的
解释观点的人，或者反对我评论某个人或问题的观点的人，会同意这是一个写给广大读者的故事。
不应该把中国现代史仅仅看成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世界”背景中的一个外来的碎片，而应看作一种
历史经验。
这个经验提供的重要的洞察方式，能使一些人们熟悉的观念和期望，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变
得新鲜而且彼此关联，从而成为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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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格里德尔（J.B.Grieder），中文名贾祖麟，哈佛大学博士，美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
生，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已退休）。
专长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史，主要著作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及《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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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遗 产　我追溯历史直至远古．迄未发现与现实相似之处；往昔之光倘不投向未来，则人
类心灵将陷于混沌迷惘。
　——托克维尔　变革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主题。
变革不仅是变化，而且是一场巨大的、无法估量的历史转换，它冲垮了一切反对者的抵御，超出并越
过了企图给它以限制和定向的道路，涤荡了面对的制度和个人。
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人，凭本能就可以理解托克维尔对古代政体的悼亡之意：
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濒临灭亡的传统的捍卫者，还是批判者，都比任何人更具有一种毁灭性的精神困
惑。
早期几代知识分子坚定信奉的世界观的崩溃，维护传统秩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腐败，对传统信仰形
成了挑战，也使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职业机遇和社会责任产生了危机感。
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完全以个人的方式面对变革。
他们要么想否定、阻止变革，要么试图理解、支持变革，要么打算设计并控制变革。
他们既是变革的工具，又是变革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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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为己任的西方人，无异于思想探险中的哥伦布和阿姆斯特朗，甚至比发现新
大陆和登月还更冒风险。
敢于踏勘中国、考究世界最大文明共同体的西方人，都是在以某种特殊方式为人类服务。
格里德尔站在费正清和史华慈两位泰斗肩上， 澄明、典雅而精炼地表达了他叩望长城时的中国关怀。
　　　　——王康(民间思想家）　　　　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挣扎史。
其间充满了血污与暴力，也时而有知性的闪光与灵魂的救赎。
他们留下的历史传统，依然镶嵌在当下读书人的基因之中。
倘若要认识中国，不妨从本书启航，去探究一个跌倒又站起的民族曾经 走过的心路历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时至今日，我们仍难对知识人与国家的关系下什
么判语。
但如史华慈所说，一旦价值是按照作为获取力量的手段来评估，这些价值就非常可能变得脆弱难保，
扭曲变形。
本书作者跟史华慈一样对中国深具同情之理解。
在核心价值问题极为突出的今天，在网民、博客、推友都在发挥作家或知识分子功能功德的时代，阅
读本书是一种与历史和心灵迎面相撞的有益经验。
　　　　——余世存（民间思想家） 　　　　士人缔造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缔造现代中国，此为天命
。
从士人到知识分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中国，我辈当此之时，于转折之际，可有几人真觉醒？
读《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可知个体生命于国家使命之不可不担待，而知有超越传统且无逃于
天地之间的政治现代化历史进程。
　　　　——李冬君（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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