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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的国家，其文化积累之丰富，传统价值观念
之持久稳定，都是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
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清开始
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
这种重大的转变，既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形态的转变。
本书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
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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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二、着重讨论学术制度史：　　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及
方法。
大致说来，目前学术界流行着两种研究模式：一是学术范式说，二是学术理路说。
　　所谓学术范式说，就是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视为“范式
”之转移。
依新的科学史眼光，库恩形成了“科学革命”结构理论。
在库恩看来，科学进步的图景被概括为：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危机一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一新的危机
。
作为其核心理论的研究“范式”，包括世界观性质的形而上原则、一般性的理论假定和应用这些假定
的定律和技术。
一门科学之所以形成就在于其有统一的范式。
常规科学就是在一定的范式中作解释难题的活动。
而范式的应用一旦遭遇太多的困难就引起危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对此作了阐述，并且声明采取这种研究视角，旨在挑战现代
化理论模式。
朱汉国亦著文赞同此说，并以此模式说明五四时期学术范式转移带来的学术界的重大变化。
这种学术范式说对人们深化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认识颇有启发意义，不失为一种对近代学术转型问题
进行有效阐释的理论模式，力图抓住学术转型过程之若干关键点，并通过分析这些关键点的转变，以
说明整个学术形态之转移。
但其缺点与不足亦较明显：通过个别重大人物和著作研究典范的转移，难以窥得“全豹”，难以将近
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和演变路向梳理清楚。
　　余英时提出并阐述学术理路说。
学术理路说强调了中国学术自身的演化能力和发展路向，但相对忽视了外力、西学对近代中国学术转
型的冲击力，难以解释近代学术转型持续不断的动力与契机问题，更对学术思想及学术体制本身的问
题关注不够：不仅对外在条件及环境等方面因素缺乏必要的关注，而且同样难以说明近代学术转型的
历史轨迹及演变路向，更难以解释中国学术内在的“突变”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学术范式说，还是学术理路说，均为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所进行的有益探
索，是一种新颖的理论阐释模式。
笔者所理解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不仅仅是“范式”转移，也不仅仅是“理路”改变，而是学术“形
态”之转变。
所谓学术“形态”，既非学术“范式”上之一点突破，亦非学术“理路”之一线演进，而是立体上的
“面”之总体转变。
　　中国学术之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层面的演变，二是制度层面的发展。
具体到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则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本身的转型，而且体现在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
的学术制度之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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