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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朋友：　　我们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办的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以“
开放的文化观念”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半年的筹备，今天在这里顺利举行。
我和我们学会的同人衷心地欢迎各位朋友不远千里万里来到这里，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
　　我们这次研讨会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我们是专门为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而举办此
会。
在此以前，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各地，都只举行过纪念“五四”的学术研讨会，而从未闻有
专门纪念新文化运动的学术研讨会。
我一直以为，“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虽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终究不是一回事。
“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对固有文化进行批评和反省，同时努力追求中
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密接，相互融合的一场文化革新运动。
两者是有区别的，不应因为他们有密切关系，就将两者混为一谈。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从长远处着想，很可能这个新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和影响。
就我所知，我们这次会，很可能是迄今为止，第一次专门为纪念新文化运动而举行的学术会议。
　　第二，大家来到这里就会发现，我们这次研讨会，是一次规模很小，但层次很高的研讨会。
与会学者不超过三十人，但所有与会学者都是各自领域里有影响力，有权威性的学者，都是学术精英
，或者说是领袖级学者。
这就使我们的研讨会可以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并且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
我个人一直希望举办这样规模小而层次高的研讨会，这样可以使讨论更加集中和深入，与会者不必分
组，可以始终参与整个研讨会的全过程。
我想，这样的研讨会，其效果无论是对会议而言，还是对每一位与会学者而言，都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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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批评和反省，同时努力追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密接，相
互融合的一场文化革新运动。
是中国人，主要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封闭，渐渐形成开放的文化观念的历史过程。
但这一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解决。
 本书的各位作者都是各自领域里有影响力，有权威性的专家，他们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许多
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研究和理解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文化变革阶段的政治、文化等现象具有重要
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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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放的文化观念——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会辞（代序）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
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涟漪重叠：“五四”前后面向世界倾向的延续文化开放时代的精神进化—
—以“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化观为中心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
讨论“五四”新思潮倡导力量的形成与聚合途径初探——以《甲寅》、《新青年》撰稿人为中心的考
察试论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汉字改革——为汉字说句公道话“五四”前
后现代大学理念的阐发及其制度建构“五四”余影下的儒学透视从民权到威权：试论孙中山“训政”
思想的变异胡适与赫胥黎胡适研究在俄罗斯（苏联）（1923——2007）“五四”新文化思潮分化之初
探——以周恩来评胡适的文章为例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论析“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中的丁文江张君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辨正——以“科玄论战”为中点的再考察晚清
精英文化心态的逐步开放遗忘、忽略还是其他：从晚清传教士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及其在民国时期
的影响说起晚清帝国对“万国公法”的理解和认识开放时代与保守的个人：一个清末士大夫思想与生
活的两重世界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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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上述我们对恽毓鼎日记的考察，从这位生活在清末民初过渡时期的士大夫内在思想世界和文化
生活世界的对照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在恽毓鼎的正式言论著述所表达的内在思想文本
世界中，他是一位固守传统价值理念的政治和思想上保守的人物。
但他的外在文化生活世界所展示的，则是具有一定知识理性，虽然钟情于旧学，但也喜欢汲取西学新
知、参与新式文化活动的亦旧亦新的文化人。
在西学涌人、新潮涌动的生活环境中，他也看新报、读西书，接受了一些西学新知，知识结构已经是
旧学新知掺杂，而且他对于一些西方政治、社会、经济理论也有一定的认知。
在新文化环境中，他也顺应时势，参与新文化活动，寻求在变动的时代中立足，这又成为促使他汲取
新知识的动力。
这些都使他与完全没有接触新学的守旧士大夫不同。
而这种知识结构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新旧交织，使他与时代的趋新变化具有一定的重合及包容度，展示
了这一时期所谓保守派的文化人，也有其与新派势力相互调和呼应的层面。
正因为如此，随着时代的向前趋进，保守势力日渐消解，趋新势力日渐扩大，而文化生活对于保守人
士知识与思想转变具有的影响力是不应低估的。
　　第二，恽毓鼎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固守传统道德价值的旧式士大夫，在西学涌入、新旧
交替的时代剧变中，一方面由传统理学所培养的知识理性导引着他去吸收一些西方学理，经世致用的
传统引领着他积极参与新的文化教育活动，从而反映出旧学与新学在知识理性层面有一定的内在相通
与延续性；另一方面他又力图以旧道德与新知识的结合来平衡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安心与应世
的矛盾，以旧道德来安置心灵，以新知识来应付世变。
反映了一位信守传统道德和价值理念的文化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应对方式。
然而也造成了他道德与知识的某种撕裂，传统儒学所具有的既可经世济民、又可安身立命的知行合一
的知识价值被外来新知识所冲毁，扑面而来的外来西学虽然提供了许多工具性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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