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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1840-1949）》主要介绍1840年到1949年之间发生的主要政治
思潮和政治思想流派，梳理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总体演变脉络，并分析其演变的背景与动因，总结其
中的思想成就与缺失。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运用当代政治学的知识成果，以及中西、古今对比的视野，分析在近现代新的历
史条件下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的特点，观察其在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评判其得失；
在首先读懂文本、尽可能准确呈现各种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内在逻辑的前提下，然后给出以理服人的分
析和评价；在内容和材料选择上，力求做到既详略得当，主次分明，又兼顾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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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星久，男，1956年生，山东成武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国际
关系学系主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先后出版《台湾政治风云》、《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著作
多部，发表了有关政治合法性、君主专制政体类型分析、儒家文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系列论
文数十篇，酷爱政治学的教学事业，执教二十余年，颇得学生的喜爱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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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第一节 传统思想的危机与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一、国际背景：西方的扩张与“西方的分裂二、国
内背景：思想变革的内在动力与障碍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演变特点与基本线索一、中国近现
代政治思想的演变特点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第一章 从龚自珍到洋务运动期间的思想冲
突与演变第一节 龚自珍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一、家世、学术背景与经历二、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
与改革主张三、传承与过渡：龚自珍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二节 魏源“师夷”主张与洋务派思想的政
治启蒙价值一、魏源“师夷”主张的政治意义二、洋务派思想的政治启蒙价值第二章 中国农民的“天
国”理想与实践——太平天国领袖的政治思想第一节 基本的思想内容与特点一、“天国”理想与平等
、正义思想二、实现政治理想和原则的具体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三、社会批判思想与实现天国理
想的行动纲领四、《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后期主动向西方学习的意识第二节 关于太平天国思想与实
践的评价与讨论一、太平天国思想的近代性与革命性二、太平天国领袖的宗教乌托邦思想对革命的利
与弊三、对儒家文化的反叛与“路径依赖四、在把握理想与现实关系方面的深刻教训第三章 资产阶级
改良思想的发生与破产(上)——康有为的政治思想第一节 改良思想的先声一、改良思想的发生背景二
、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第二节 康有为的生平及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一、家世、学行与“独
好陆王”的早期思想二、出入佛学、西学与思想的危机彷徨期三、思想体系的形成第三节 康有为政治
思想的哲学基础一、宇宙观与人性论二、“三世进化”的历史发展图式第四节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一、
“入世界、观众苦”：揭露社会的种种苦难和不平等二、大同世界的美好图景三、康有为大同思想的
意义与内在矛盾第五节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一、改良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如何“变”：变法
的手段与方式第四章 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与破产(下)——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的政治思想第一节 梁
启超“流质易变”的一生一、生平事迹梗概二、梁启超思想的“易变”及其象征意义第二节 梁启超的
自由民权思想一、“我辈之公敌”：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二、自由与民权思想⋯⋯第五章 资产阶级革命
思想及其流变(上)第六章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及其流变(中)第七章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及其流变(下)第八
章 “五四”前后短暂传播的新思潮第九章 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第十章 乡村建设派的政
治主张 第十一章 战略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与政治主张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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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胡适一方面不得不卷入政治；另一方面又化解不了学术的情结，对政治始终保持疏离感。
为了刻意追求独立，有时不惜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面对全体民众的流行意识，他敢于逆流而动，
甘作“人民的公敌”。
比如，别人不要他参加段祺瑞卖国的筹安会，他偏要去看看有无发挥作为的可能；他两次进宫去会见
溥仪；在抗战的一片高调中间，他偏偏唱低调，呼吁寻求外交解决，学生应该回到课堂读书，不应该
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情。
连崇拜他的一些弟子也觉得，他太爱和旧势力周旋了。
从这一方面看，似乎是应了他自己说的话：以学者从事政治，既搞不好学术，又搞不好政治。
他永远只能是一个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客串演员”。
自由主义本身只是一种倾向，一种主张和平渐进的主张，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发动起有组织的政治运
动，更不可能以武力和军队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只能停留于宣传和呼吁方面。
在20世纪一片喊杀声中，自由主义的呼声显得非常微弱和不合时宜。
第三，中国的自由主义自身也有先天的不足和内在的矛盾之处。
自由主义本身就是讲人道、讲解缚、讲反对和摆脱压迫的，而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又是
伴随着西方武力征服传人的，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先生还会打学生？
究竟有没有普遍适用的自由主义精神？
摆脱不了这种困窘，自由主义就无法吸引群众。
另外，自由主义也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存在着冲突。
从自由主义的精义出发，必然要求和平、人道和民族独立，而近代帝国主义不会自动放弃其在华利益
。
而且，在中国，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以民族主义为条件和背景的，正是基于民族主义的需要，很多人才
会对西方的观念感兴趣。
自由主义和其他思潮一样，、在很多人心目中主要是当作救国的工具加以认同的。
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传，主要是它在一些人心目中的工具性价值而非终极价值，归根结底还是
服务于现实斗争需要的。
一旦它被人们发现不能产生实际的功效，一旦人们发现一种更能解释现实困境、明示未来前途的“主
义”，自由主义就会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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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1840-1949)》：普通高等学校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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