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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完成《中国乡村》一书，另找研究题目时，担任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学院助理主任的梅谷教授
（Franz Michael）交给我一批康有为著作的微卷照片，那是由已故赖特女士（Mary wright）在40年代末
，得自康同璧（康有为之女）的家藏。
我发现此四大卷微片的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经出版，有的仍是稿本，大部分为我前所未见。
由于梅谷教授以及院中其他同仁的鼓励，我开始对康有为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
恰在此时，康有为的外孙罗荣邦来我们的学院做访问教授，他不但给我极有价值的建议，而且提供了
更多的原始资料，我因而在特殊有利的条件下，从事此一研究计划。
早年当我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戊戌变法一章时，我只看到一小部分的康氏著作。
对他思想了解得不够，使我那时无法写出有深度的文章。
我现在有机会改正一些从前的误解。
我的研究结果曾以论文形式，在《华裔学志》、《清华学报》、《崇基学报》上发表。
我现在重印这些论文合为一书，以符合近代中国研究会同事们的期望。
除了一些小改动外，文字内容如旧。
第三至第六，以及第八章曾载《华裔学志》；第七章曾载《清华学报》；第十与第十一章曾载《崇基
学报》。
只有第一、第二和第九章是新写的。
由于写作期问前后长达十年，并以单篇论文发表，不是前后相呼应的章节，因此书中重复与不一致之
处难免。
我已尽力免除这些弊病，但不可能尽除。
这是我要向读者致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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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
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
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
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
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
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
　　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
相称。
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
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
由是，本书就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
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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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公权（Kung-chuan Hsiao，1897-1981）现代著名政治学家。
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
江西省泰和人，幼年就读于私塾。
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
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
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
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
位。
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等大学教授
，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
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
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
著述甚丰，除本书外，还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
制》等，现已编成《萧公权全集》。
其学术路向是，立足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之变局，然后深入西方学术领域，在中西新旧各种学问之间加
以折中调和、锤铸涵融，自成一家之言。
从学术立场看，其毕生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变与常，并以此为基点，来从事对中西文化的折中
与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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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前者，他遵从既被接受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以及注视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改制考》与《大同书》并不相互抵消，而代表思想的两个层次。
康氏大受惠于公羊学的前驱，但他比最勇于在经中求政治改革的人更前进。
我们不问康是否真诚，他写《孔子改制考》是确有实际目的：劝导清廷改制，以及使其他学者相信—
—作为一个好儒者，他们不应该反对变法。
他于1898年6月将此书与奏章一齐进呈光绪皇帝，是有意义的。
因此，康氏致力于转儒学为变法哲学，不应该视为一经学研究的学术贡献，而应重视它对当时以及后
来中国近代史发展上的实际影响。
毫无疑问的；康氏在使年轻的皇帝从事变法，以及在他周围聚集一些愿为变法献身的才俊，获致某种
成功。
但他的成功是极有限的。
他的异端经解导致许多学者与官员的痛恨，而戊戌变法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
康氏大胆不经的观点对他的变法来说，功过参半。
这些观点，不说敌人，即他的一些赞助人也不能接受。
他的书出版以后，一直可闻大声抗议，特别是那些贬抑古文经的著作。
④《伪经考》二书（1891年出版）在1894年被禁，即由于抗议的结果。
⑤在《孔子改制考》中的见解更加激怒传统派人士，也使一些进步分子皱眉。
张之洞曾对康氏的活动感兴趣，但至此他不再支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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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由英文
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
四编。
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
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
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
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
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
此种观点多少受到1911年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
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
如谓康氏反对革命，“貌似成理，而实多强辞夺理”，并谴责康氏“背宗邦而忠于殊类，谬误显然”
。
又谓：“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
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乃假维新。
”这些观点经深入检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
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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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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