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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粱启超
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粱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
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
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栽”。
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降相有关了吧？
这也是粱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
好恶和口味而取舍。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
问题。
1949年以未，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丈性质
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
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
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
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
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足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史为凸显，小
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
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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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
参加这次争论的有胡适、孟森、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常燕生、丁文江、陶孟和、张奚若、陶希
圣、张忠绂、陈之迈等人。
因为他们都是“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陶孟和语），所以这次讨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又因为他
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偏重于政治方面，所以对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争论基本上被人遗忘。
本书收集整理了这些讨论的文献资料，再现历史的真相与学者的论争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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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末，我们实行独裁既不能，实行专制又可以吗？
而中国现在主张实行专制的人们（在中国主张独裁的人，也就是主张专制的人：因为中国的独裁，是
无法的独裁；无法的独裁，依上述原则，就是专制。
）大概可别为二派；一派人是有主张而无理由的；他们唯一的出动点，就只有他们一副传统的专制脑
袋；他们都可以说是些“生而专制”者，实在不值得我们一谈。
第二派人是因为目击“内战绵延，岁无宁日，军阀割据，国势瓦解”，故从而提倡以“武力完成统一
”，以“大专制消灭小专制”；他们的存心固属可悯，然而他们的理由却又太欠讲究了。
“武力”“专制”既是无“轨道”无“法纪”的，所以也就是无“保证”的——不但不能保证其必能
福国利民，亦且不能保证其必能统一（注：在此处我将武力与专制并为一谈，因为专制是建造在武力
之上的；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
至于专制不是建造在法律之上的事实，我在前部便已有所阐明了）。
最大的武力与最大的专制，最大的结果也只能勉强凑合一种统一的局面，而不能真实缔造一种统一的
邦国。
中国历史的演进，大都由于扰乱而脐于专制，由专制而复归于扰乱一一往往复归于更大的扰乱。
这种循环现象，虽不能证明专制必不能统一，至少也能证明专制不必能统一；虽不能证明专制必不能
统一，至少也能证明专制必不能统一于久远。
民国三四年的袁世凯算是统一了，后来如何？
民国十七八年的国民党算是统一了，而今如何？
远的如司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吴算是统一了，且算是专制了；几不旋踵而八王构兵五胡乱华，弄得中
国分裂到三百年之久了。
隋杨氏篡周平陈算是统一了，且算是专制了；曾几何时而群雄蜂起又陷天下于瓦解崩溃了。
更远的如秦始皇帝政并天下一统郡县，伐匈奴收南越，算是统一了，且算是专制了；然而万世天下仅
至子婴被杀而又发生楚汉战争了。
专制统一的成绩，窥诸史实，不过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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