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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人为主”，有意召回近几十年史学中逐渐隐去的具体的“人”，使人与事更紧密地结合，就
人论事，就事说理，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辩难和互动之中，展现思想者怎样思想，以及特定思想观念
的发展进程。
全书涉及的多为菁英读书人，但也包括相对边缘的“知识青年”。
既关注天下、国家、世界、民族主义、革命、共和等近代史上的关键词，也探讨读书人关于中外文化
融合与文化主体性的思考，并梳理一些重要学人的学术走向、治学风格和研究方法。
希望呈现近代经典淡出之后，社会无所指引之时，读书人有着怎样的困惑，及其因应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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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著有《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2003）、《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
的文化与学术》（2003）、《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2006）、《激变时代的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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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1. 天下、中国与世界  2. 
厘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3. 余论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  1. 外在的“
世界”  2. 梁启超在世界与中国之间的徘徊　3. 民族主义兴起而世界主义余波不衰　4. “跳进世界流去
”　5. 中国人与世界人　6. 余论士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　1. 引言　2. 革命的时代　3.
面向未来的广义大革命　4. 革命者互相革命　5. 仍要“继续革命”　6. 余论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
之死　1. 有计划的死：梁济的忧虑和民初世风　2. 社会反响：菁英忽视而民众缅怀斯文关天意：1932
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　1. 语境：国难与国性　2. 本事：对对子引发的诘难　3. 出题者的
答辩及其旨趣　4. 余论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　1. 大学考试成为
社会性表述　2. 作文题遭遇揭示的时代思想章太炎、刘师培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1. 以三百年论学术
　2. 道成“新学”与清代学术　3. 人物取舍与经史视角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1. “不古不今之
学”的既存解释　2. “不古不今”的古典与今典　3. 中西体用与“咸同”、“同光”　4. 法后王而不
道久远之事　5. 结语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　1. 内篇：时代精神和学
脉渊源　2. 外篇：前后左右则史无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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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梁启超在1897年曾说
，“今日之天下”，美、法等国“谓为民政之世”，而中、俄、英、日等国则“谓为一君之世”，以
全局言“则仍为多君之世”；盖各国基本皆各私其私，故“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耳。
这里所谓“天下”，即由五洲万国组成的“世界”，与今日一般认知略同。
然而梁氏在1899年又曾说：“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
”入民国后梁启超更说：“吾国人称禹域为天下，纯是世界思想。
”这里的“天下”仍是“世界”的同义词，可以置换使用，但所指谓的则仅是“禹域”，或即后来流
传甚广的“中国即世界（天下）”说。
然细绎其语义，仍有些模棱两可的意味。
　　其实过去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大致即钱
穆所说的“心胸之知”和“耳目之知”。
这一语义在近代的二分给当时的读书人带来无穷的困惑。
以前“天下”是一个语境明则语义明的开放概念，即其在特定场合的指谓基本随上下文而定；如今却
被分为“中国”和“世界”这两个指谓确定、边界分明的概念。
虽然语义脱离语境或许更显清晰，但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一些人无意之中可能因为语源的关系将两
个语义相差甚远的词当成同义词混用。
关键是少有人在学理上将此语义转换的进程厘清，反倒是一些脱口而出的简明表述时常腾诸人口，迄
今余波不息。
　　这类观念的缠结，以及由此而起的一些歧义和误会，多少源于晚清极具影响的梁启超。
当时报纸、刊物等兴起不久，梁氏可以说最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这些新传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
新思想论域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
如孙宝碹1902年所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
、亚东三国之间”。
当时“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
此语或稍夸张，若将范围限于中国读书人，却大体概括出梁氏当年影响的广泛。
黄遵宪稍后对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
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
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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