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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中国一个突出的时代特性是古今中外各种时空因素的多歧互渗，鲁迅曾形象地描述说：“中国社
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
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
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其中不少事物颇具二重性，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
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
矛盾。
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
鲁迅说的是民国初年的情形，但也大致适用于清末；他对此现象特别不满而亟思改变（详后），其实
恰道出多歧互渗这一相当接近社会原状的时代“真相”。
当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西潮冲击引发剧烈而频繁的变动，与此相伴随的另一明显特点即传统的中断。
其实那时也还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与此相类，传统的中断也并非全断，其间多有
或隐或显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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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
这不仅是史家观察到的现象，也反映在士人的愿望和表述之中。
注重继往开来的历史眼光并非只存在于不特别激进的士人心中，就是那时被认为非常趋新的知识分子
，也分享着类似的观念。
当年不少士人的共同期望是让中国像欧洲一样通过复古的手段而“复兴”，同时相当一部分趋新士人
又怀有将中国的传统送进博物馆的持续愿望。
这些曲折微妙的现象提示出一个与既存认知不甚相同的早期20世纪中国，且早年的关怀和思考已延续
下来，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全程，非常值得进一步反思。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裂变中的传承>>

作者简介

罗志田，1952年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四川人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再造文
明的尝试：胡适传》（2006）、《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2001）、《乱世潜流：民族主
义与民国政治》（2001）、《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2003），主编《二
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2001）。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裂变中的传承>>

书籍目录

自序一 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  1.思想的竞争者与社会分野的盟友    2.义和
团事件后“子不语”从异端走入正统二 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清季士人寻求民族认同象征的
努力  1.诸子学的兴起及其与儒学的竞争  2.孔子与黄帝：民族认同的象征之争    3.集各学之大成的国学
三 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  “新潮”  1.清季的古学复兴  2.文艺复兴与诠
释清代学术  3.余论四 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新士人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  1.清季的滥
觞  2.民初的发展  3.古董化的“故”与现实的“国”五 读书与传统：清季民初士人一项持续关怀的演
变  1.损之又损：以简化的方式保存传统  2.以新存旧观念在清季的延伸    3.民初关于留学生读什么书的
讨论    4.留学与传统六 温故可以知新：清季民初的“历史眼光”  1.以日新全其旧  2.推陈出新与温故知
新七 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1.思想史与学术史  2.清季民初
关于国粹、国故与国学的思想论争八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
学”一例  1.“科学”与近代中国的学与术  2.科学怎样走向整理国故  3.国学向史学转移后唯物史观的兴
起九 文学的失语：整理国故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  1.白话是否中国文学史的主流  2.欧化、文言化和大
众化：白话文的走向  3.文学革命语境下新红学的突破与继承  4.礼失求诸野：传统的现代表述  5.结束语
十 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  1.晚清思想言说中的“物质”与“文质”  2.形上与形下：
从“精神”走向“技术”的“科学”  3.文化也是国力：社会的功利化及反对的努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裂变中的传承>>

章节摘录

二 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清季士人寻求民族认同象征的努力1.诸子学的兴起及其与儒学的竞
争国粹学派中虽有像刘师培和邓实这样偶尔将其认知中的“君学”上溯到“三代”的表述，但他们（
包括刘、邓二人在内）多将秦汉作为国学与君学的时代分际，基本同意秦之焚书与“汉武之罢黜百家
”为中国古学由盛转衰的主要象征。
而秦汉又有一大不同：前者与“坑儒”直接相关，后者则主要针对儒家的竞争者“百家”①。
邓实便指出，自汉武以后，“诸子之学遂绝于中国。
义疏于隋唐、性理于宋元、帖括于明代，学术之途，愈趋愈狭；学说之传，日远日微⋯⋯古学之亡久
矣”。
这一关于诸子学断绝的观念提示了一个可能的诠释，即先秦中国“古学”——特别是诸子学——尚具
开发的潜能。
叶德辉早就从学术争论的角度预测说：“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
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
”晚清学术的发展大致如叶所言，虽未必侧重于“攘”，学者关注的典籍确呈越来越古的趋势。
这样，诸子学之上的起源自亦会溯及。
刘师培即注意到“后世子与史分，古代子与史合”的现象，他以为，“三代之时，称天而治。
天事人事，相为表里。
天人之事，史实司之”。
司天之史掌祭祀、历数，司人之史掌技艺、道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
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所开也”。
而“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
他依据龚自珍所说的“诸子学术，皆周史支孽小宗”，认定“九流学术，皆原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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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裂变中的传承》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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